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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逐渐对“传统课堂”教学模式造成冲击,而两者的对比

研究却很少有人涉足.现以“电场线”教学为例,分别从2种教学模式的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内容、实验教

学、教学过程、教学媒体、教学评价7个维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希望通过分析比较出2种教学模式的异同并得出结

论,对一线物理教学有所启发.

关键词:翻转课堂  传统课堂  电场线  比较研究

1 “翻转课堂”的简介

“翻转课堂”(FlippingClassroom)起源于美国

科罗拉多州落基山林地公园高中,该高中的一些学

生由于各种原因缺课而跟不上教学进度,这种现象

困扰着林地高中的两位化学老师----乔纳森·

伯尔曼(JonBergmann)和亚伦·萨姆斯(Aaron

Sams).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开始用录屏软件去

录制Powerpoint演示文稿和教师讲解的音频,然后

上传到网站上供学生下载和在线观看,希望缺课的

学生通过观看视频来赶上化学教学进度.通过对这

种教学方式的进一步思考,他们创新了这种教学方

式:教师预先录制教学视频,学生在上课的前一天晚

上通过下载或者在线观看教学视频.在第二天的课

堂上,教师为在完成作业和做实验过程中有困难的

学生提供帮助和指导.这和传统课堂的“老师白天在

教室教学,学生晚上回家完成作业”的方式正好相

反,因此这种教学模式被称为“翻转课堂”、“颠倒课

堂”或“反转课堂”等[1].

在2007年以后,“翻转课堂”这种全新的教学模

式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部分地区逐渐流行开来,得

到了教师们的普遍认可.随后“可汗学院”、“慕

课”(MOOCs)等网络开放课程兴起,成功解决了教

师制作高质量教学视频困难的障碍,“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也因此进一步得到推广,逐渐成为全世界教

育者关注的热点[2].在我国,“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也引起了教育界人士极大关注,重庆市江津聚奎中

学和广州市海珠区第五中学率先开始了翻转课堂的

教学实验.聚奎中学总结出了翻转课堂的实际操作

的三个“翻转”、课前四环节、课堂五步骤和六大优

势,简称“三翻”“四环”“五步”“六优”[3].我国网络开

放课程和学习平台建设方面也正处在积极地探索阶

段,2013年8月和9月,华东师范大学慕课中心牵

头,成立了基础教育的C20慕课联盟.2014年5月8

号网易云课堂推出了中国MOOC,课程提供者包括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知名高等学府[4].

2 “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中“电场线”的教学过程

2.1 电场线“翻转课堂”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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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课前

课前,教师需要分析“电场线”教学目标并进行

课堂教学准备,主要包括制作教学视频、设计自主学

习任务单、准备课堂实验设计及器材、编制作业4部

分内容,学生需要在课前打开资源包,根据自主学习

任务单对必学内容进行自学并完成相应的学习任

务.个别同学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选择继续学习资

源包中选学内容并完成学习任务.
(1)教师制作教学视频

本节知识点视频内容设计包括必学内容、选学

内容2个部分,具体设计如表1所示.

表1 课前视频制作内容

必学内容模块 选学内容模块

复习类比
导入新课

回顾历史
引入概念

理论分析
描绘形状

 复习电场强度相关知识并让学生思考如何描
述电场的分布.

 复习磁场及磁感线的知识,并引出电场线教学.

 简要回顾法拉第引入“电场线”的历史,并引出
电场线的概念

 对几种常见的电场的电场线进行理论分析并
讲解如何描绘其形状

 重点讲解匀强电场概念及电场线形状

 通过文字、图片、短视频、PPT等手段
介绍法拉第发现“场”的概念的历史故
事

 通过文字、图片、短视频、PPT等手段
介绍生活中常见的匀强电场

  (2)教师设计自主学习任务单

自主学习任务单包括学习指南、学习任务2部

分内容,学生在课前需要依据自主学习任务单的要

求完成课前对“电场线”的学习,具体自主学习任务

单设计如下.

表2 自主学习任务单

学习指南

课题名称  人教版高中物理选修(3 1)第一章第3节 ——— 电场线

达成目标
 学生通过课前的学习需要知道电场线概念,几种常见电场线的分布并能描绘.
知道匀强电场及其电场线的形状,并能够理解点电荷电场、匀强电场等电场线的
建立过程

学习方法和建议  自主探究、归纳总结、交流讨论

课堂学习形式预告
 形式1:学生动手实验

 形式2:小组合作探究

 形式3:教师释义拓展

 形式4:学生练习巩固

学习任务

必学内容

任务1
 观看资源包里面的必学内容部分,并掌握电场线与匀强电场概念、性质,能够描
绘几种常见电场的电场线

任务2  提出不少于2个在学习电场线中遇到的问题,通过交流平台反馈给老师

任务3  设计几种常见电场的电场线的验证实验方案并反馈给老师

任务4  完成资源包里面的练习作业部分

选学内容

任务5  学习选学部分的第一部分内容,了解“电场线”发现的历史

任务6  学习选学部分第二部分内容,了解电场的相关现象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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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教师准备实验设计及器材、编制作业

由于本节知识需要学会能够验证几种常见电场

的电场线,因此在课前教师需要准备验证的实验器

材(蓖麻油、培养皿、几种常见的电场、头发屑等)并

编制学生自主学习和课堂练习巩固的作业题.

(4)学生根据自主学习任务单进行学习并完成

相关的学习任务.

2.1.2 课中

(1)教师释疑拓展

根据前面学生课前的反馈,教师需要对学生在

课前学习中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统一进行释疑,而

释疑的方法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如

统一讲解、引导探究、合作讨论等.

(2)学生实验探究

教师需要将学生分为若干个实验小组,各小组

探讨出该小组最终的验证实验方案并通过实验验证

几种常见电场的电场线.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需要

引导学生通过实验总结出电场线的性质.教师在整

个过程中需要巡视,管理课堂纪律,必要时应进行个

别指导.

(3)教师归纳总结

教师对电场线概念、几种常见电场的电场线形

状、电场线的性质以及匀强电场的概念、电场线形状

及性质进行归纳总结.

(4)学生练习巩固并纠错

学生完成教师在课前编制的作业来练习巩固,

对于出现的错误,学生可通过参看课后答案、习题解

析视频以及直接求助教师进行纠错并反思.

2.1.3 课后

个别同学通过教师提供的交流平台对本节课一

些未理解掌握的知识点进行课后交流.

2.2 电场线“传统课堂”教学过程

2.2.1 课前

学生在“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课前基本不需要

为新课做任何准备,而教师在课前需要对教学目标

分析并进行课堂教学准备,主要内容包括编写教学

案、制作课堂教学PPT课件、准备实验器材、编写作

业4个方面.

2.2.2 课中

(1)复习导入

通过复习电场强度的相关知识,并引导学生思

考电场如何分布.从而引出电场线的教学.

(2)新课教学

1)实验激趣

教师完成范式起电机演示实验,让同学观察金

属球上小纸片的分布情况,从而引出带电体周围的

电场的分布是有规律可循的,并由此激发学生学习

的兴趣.

2)概念教学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教师对电场线定义,正电荷

电场线的分布、负电荷周围电场线的分布、等量异号

电荷的电场线、等量同号电荷的电场线、点电荷与带

电平板间的电场线以及均匀带异号电荷无限大平行

金属板间电场线的分布及性质进行教学,并要求学

生能够描绘这几种常见电场的电场线.

3)模拟实验

此阶段,教师通过蓖麻油演示实验模拟5种或

者其中几种常见电场的电场线,让同学们观察头发

碎屑在加上电场的蓖麻油里面的分布情况,设计目

的是为了让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并直观地向同学们

展示5种电场的电场线的特征.

4)归纳总结

这一阶段是对本节知识进行归纳总结,包括对

电场线的概念、几种常见的电场线、电场线的基本性

质以及匀强电场的概念、性质和电场线的分布等进

行总结归纳.

(3)评价反馈

学生需要在课堂上完成教师在课前编制的少量

习题,教师并检查批改,目的为了让学生练习巩固本

节知识并方便教师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2.2.3 课后

学生在课后主要的任务是完成课后练习以及教

师指定的辅导书上的习题,而教师需要批改学生作

业并在课堂上就错误率较高的问题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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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物理“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比较

3.1 教学目标比较

新课程标准提出教学目标需要从 ——— 知识与

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3个维度

来分析,“传统课堂”与“翻转课堂”在实现三维目标

时略有不同,在知识与技能维度,前者比后者更为强

调知识与技能目标的达成,如课前教师为本节知识

与技能的传授精心编制教学案,制作教学PPT;在

整堂课的教学中,教师根据学生心理认知规律将本

节知识与技能传授给学生;课后学生通过大量的习

题练习巩固本节所学的知识与技能.在过程与方法

维度,“翻转课堂”则优于“传统课堂”,前者更注重

方法和能力的获得,后者更注重知识与技能的获得.

如在“电场线”性质教学中,“传统课堂”的教师是通

过讲授法直接灌输给学生,而“翻转课堂”的教师则

是引导学生自主设计实验并探究其性质.在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维度,“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各具优

势,“传统课堂”的教师可根据学生情况临时调整教

学内容,及时监督纠正学生的错误认识并能进行个

别化教学;而在“翻转课堂”中,教学具有更多可选

内容、更充足的时间、更多呈现方式,学生对学习内

容有自主选择权.

3.2 教学重难点比较

“传统课堂”的教学重点是掌握电场线的概念、

学生能够描绘几种常见电场的电场线以及电场线的

基本特征;而电场线知识相对抽象,学生如何能够更

好理解电场线建立过程和本质则是教学难点.“翻转

课堂”教学重难点与“传统课堂”略有不同,前者的

教学重点除了电场线的概念、学生能够描绘几种常

见电场的电场线以及电场线的基本特征,还包括利

用实验验证几种常见电场的电场线;而如何让学生

在验证试验过程中引导学生总结出电场线的性质和

特征则是教学难点.从中可以看出“传统课堂”更侧

重于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而后者侧重于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的培养.

3.3 教学内容的比较

在教材内容拓展学习方面,“翻转课堂”优于

“传统课堂”.由于高考强调学生成绩、教学时间紧张

等原因,“传统课堂”教学中学生主要学习必学内容

而忽略了拓展内容的学习,“翻转课堂”却能够较好

地解决这个问题,如在电场线教学中增加了科学漫

步(法拉第和场的概念)、生活中电场的应用2部分

选学内容,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学有余力的情况

下可选学此板块内容.通过物理学史和联系实际的

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物理学习的兴趣,扩展学

生的知识面,在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也

起着积极作用.

3.4 实验教学的比较

在实验教学方面,两种教学模式都有自身的局

限性.“传统课堂”中实验教学由于时间紧张、教师

重视程度不够,往往流于形式.而“翻转课堂”学生

学习发生在课下,由于实验器材等资源限制,学生无

法在课下独立完成实验学习.而若将两种模式结合

是起来则刚好能够优势互补.如在验证几种常见电

场的电场线的实验教学中,学生在课下设计实验验

证方案,课堂上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实验并引导学

生总结出电场线的性质.无独有偶,文献[5]中也提

出在课下学生独自完成实验设计,在课堂中通过教

师的指导下完成实验[5].

3.5 教学过程比较

“传统课堂”知识传授与知识内化分别发生在

课中和课后,在课堂的知识传授阶段,教师主要采取

加涅的九段教学法,分为复习导入、新课教学、评价

反馈3个阶段,学生更多处在被动的地位.在课后知

识内化阶段,学生通过完成大量习题作业来内化所

学知识.“翻转课堂”的知识学习和知识内化发生在

课前和课中,而在知识学习阶段,教师的任务是确定

学习任务单、制作微课、准备资源,学生任务是根据

自主学习任务单自定进度地进行自主学习、整理收

获、提出问题;在知识内化阶段教师的主要任务是组

织教学活动、巡视、一对一个性化的指导,学生的任

务则是合作探究、展示交流、练习巩固.通过上面的

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两种模式的师生角色发生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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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师从知识灌输者变为学生的辅助者、合作者.

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探索知识和发展自

己.

3.6 教学媒体的比较

在硬件方面,物理“传统课堂”在硬件教学设备

上相对较为简单,主要包括书本、黑板、课桌、投影

仪、计算机以及实验室等,其可操作性比较强,即使

在基础条件薄弱的地方也能得以实施.“翻转课堂”

的硬件教学设备除了上述的设施以外还需要互动学

习平台和终端设备.从硬件上看,要实施“翻转课

堂”,主要有4种路径:一是学校购买自建视频服务

器和学习平台,二是直接用U盘将微课视频拷贝给

学生,三是将微课上传到免费的视频网站让学生回

家看,四是用网络机房自带的管理平台发送微课到

学生手机上.但无论哪一种途径,目前我们都很难在

学校和学生家庭条件方面消除城乡和地区差距[6].

在软件方面,“传统课堂”基本上不需要软件支持系

统,而“翻转课堂”教学中互动学习平台是其能够得

以实施的关键环节.因此从教学媒体来看,“传统课

堂”在可操作性方面优于“翻转课堂”.

3.7 教学评价的比较

两种教学模式对学生的评价方式侧重点有所不

同,“传统课堂”一般侧重于关注学生学习结果而较

少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而翻转教学中更侧重于采

用形成性评价,更关注学生学习过程.同时兼顾学生

的个体差异,提供个性化诊断方式帮助学生认识、提

高、完善自己.“传统课堂”主要采用单一的纸笔测

试的方法,而“翻转课堂”教师可通过对学生讨论过

程、实验设计方案、实验结果、成果展示、完成作业情

况等多角度全方位进行评价.评价主体也从教师转

变为教师、同学、家长、自己等共同评价.

通过对物理“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的比较,

在不少方面前者优于后者是不言自明的.

4 对物理教学的启示

4.1 两种教学模式仍需要在物理教学中不断整合

通过比较我们知道,“翻转课堂”模式在教学内

容、时间及空间拓展,个别化教学,学生主体性的实

现,学生自定步调学习,教学评价等很多方面都优于

“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但“翻转课堂”模式并不是万

能的,如在教学目标达成方面,“传统课堂”更擅长

知识与技能目标的达成,“翻转课堂”更擅长于过程

与方法目标的达成.而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维度,两

种教学模式则各有所长;在可操作性方面“翻转课

堂”不及“传统课堂”;在完成物理实验教学方面,

“翻转课堂”目前无法独立完成教学,需要“传统课

堂”模式的配合与协作.然而这远不能全面概括两

种教学模式优势及劣势,且如何将两种教学模式巧

妙结合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因此需要在物理

教学中不断探索两种教学模式的契合点,整合两种

教学模式更好地为物理教学服务.

4.2 “翻转课堂”这种新兴的教学模式仍需要不断

探索

“翻转课堂”模式刚出现就表现出强大的生命

力,但仍然还算不上成熟的教学模式.通过前面的研

究我们知道,在物理教材内容拓展、物理教学内容适

切性上、物理教学软件支撑系统开发、物理教师观念

转变及能力培养、教学评价具体方式探索等方面都

还不成熟,因此仍需要在物理教学中不断思考、总

结、完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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