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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建构主义的课堂行动研究法,利用调查问卷和学生访谈的方式,通过两轮行动研究,就大学物理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授课方式和学习方式的改革进行了探讨分析.通过对学习者角度分析,提出融入PBL授课方

式和GBD学习方式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该模式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同时也指出该模式对于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养成、教学效果有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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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物理作为一门基础性的自然学科,开设这

门课的目标除了使学生掌握专业相关的知识外,主

要是可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激发学生探索和创

新精神,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是一直以

来,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采用以教师讲授为

主的方式,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这样的教学模

式显然不能实现开设该课程的目标.近年来,随着融

入了互联网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出现,越来越多

的高校教师对大学物理课堂教学模式开展了改

革[1~3].已有的基于翻转课堂的大学物理课堂线上+
线下教学模式研究大多是从实施者角度去阐述,而

从学习者角度研究较少.本文基于建构主义的课堂

行动研究法,着重从学生的角度对翻转课堂的实施

进行分析,探讨如何构建有效的、真正适合学生的翻

转课堂模式.

课堂行动研究法(ClassroomActionResearch)

是指针对具体教学情况进行的研究,是一个从行动

到批判性反思再到行动之间的循环往复的过程[4].

本文将通过两轮行动研究,结合调查问卷和访谈的

方式,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确定,到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的设定,再到课堂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研

究,以期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 基于微课大学物理翻转课堂行动研究

本次行动研究实验对象为科学教育专业大学二

年级下的1个本科班,总人数共为44人.该班在大

学二年级上已经上过一个学期的大学物理课程,授

课形式为传统线下授课模式.

2.1 第一轮行动研究

第一轮行动研究的目标是探索基于微课的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1)行动设计

了解学生学习大学物理的现状和需求;搭建线

上学习视频资源库;开展翻转实践,并进行总结和反

思.
(2)行动实施

教师:

1)以课程内容知识点为单元录制微课;

2)发布视频到学习平台;

3)搭建课堂教学模式,如图1所示;

4)给学生发布学习任务和课程考核标准.

学生:

1)完成线上教学视频观看和作业;

2)参与线下课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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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建立

  (3)观察与反思

教师进行课堂观察,并开展对全班问卷调查和

个别学生座谈,了解学生对这种教学模式的效果和

态度.我们发现:所有学生均表示对课程学习任务、

课程考核评价方式有了清晰的了解;85.4% 的学生

对于通过观看线上视频开展自主学习环节表示了满

意,并表示可以通过反复观看视频来理解知识点;

97% 的学生表示可以较好地完成线上各环节的学

习;68% 的学生表示了对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模式

是认同的.因此,基于图1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可

行的.
(4)存在问题

通过学生访谈,发现大部分学生对线下的自主

学习和线下课堂活动有点不知所措,例如:“视频都

看懂了,但是作业不会做”“看视频遇到问题时,不知

道怎么寻求帮助解决”“老师上课讲的内容,视频上

都看过了,有点重复”“希望老师上课的内容,可以多

分析习题”等.这些问题的反馈,一方面反映了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教师需

要调整课堂教学方式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5)解决方法与策略

通过设置小组讨论来促进学生线下自主学习的

效率;通过课前收齐学生反馈的问题来开展课堂教

学.

2.2 第二轮行动研究

第二轮行动研究的目标是提高线下学生自主学

习和教师课堂教学的效率.
(1)行动设计

遵循“异质编组,组间平行”的基本编组原则,

参考大学二年级上学期学生的期末卷面成绩,以及

学生的性格特点,一般以5~6人组建小组,每组选

定一位组长,要求小组每周开展一次GBD(即Group

basedDiscussion)活动;教师设计一份小组自主学

习记录表,记录内容主要包括了小组的学习情况、对

于知识内容和作业存在的问题反馈等,并要求每小

组在线下课堂教学之前提交记录表,这样教师可以

在课堂进行PBL(Problem basedLearning)授课

方式.因而,将图1的教学模式改为如图2所示的模

式.

图2 融入了PBL授课方式和GBD学习方式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2)行动实施

教师:课前,根据每个小组反馈的自主学习记录

表,对其中反馈存在的问题进行收集、整理,并基于

学生反馈的问题,做好课堂教学内容的梳理;课中,

开展PBL的授课方式.

学生:每位学生自己完成线上视频观看和作业,

在小组长的组织下以小组为单位开展GBD的学习

方式,并认真完成小组自主学习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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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观察与反思

在整理小组自主学习记录表中学生反馈的问题

时,可以发现学生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因此,教师可

以有意识地针对这些问题开展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教

学的效率;在对学生进行调查问卷后,发现有63.41%

的学生表示喜欢PBL的授课方式;对于GBD的学习

方式有43.9% 的学生表示了喜欢,学生在访谈时也

表示开展GBD学习时,大家可以毫无顾虑地开展交

流,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了.因此,我们发现PBL

的授课方式促进课课堂教学效率,GBD学习方式提

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4)存在问题

学生访谈时发现,对于GBD学习方式,有些小

组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小组内有个别学生参与度

不够高”“有些问题在讨论时,最后得不到明确的结

果”等现象.
(5)解决方法与策略

可以增加对学生的形成性评价方式,设计一份

组内考核标准,根据组内成员在GBD过程中的活跃

度、发言的有效性等组员之间进行相互打分,从而促

进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通过教师参与小组的

GBD活动,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从而提高

GBD学习方式的有效性.这有待后续的进一步行动

研究.

3 总结

本研究通过两轮行动研究,确定了基于微课的

大学物理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融入GBD学习方式

的课前活动+融入PBL授课方式的课堂活动.在期

末对学生的调查问卷发现,71% 的学生表示该模式

有利于提高学习大学物理的兴趣.同时,对每个小组

期末卷面成绩平均成绩分析发现(图3),通过这学

期的翻转课堂教学,6个小组的平均分数有了提高.

研究结果说明,本模式在得到学生认可的同时,也有

助于提高学生学习成绩以及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的养成.在GBD活动开展中加入过程性评价方式和

教师的参与,将会对该模式下一步行动研究提供更

理想的效果.

图3 大学二年级上下学期每小组期末卷面成绩平均分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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