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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比较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的特点，深入探讨了中小学实施翻转课堂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了解

决方案。针对教师在整合课前和课堂活动上的难题，学生固定思维对翻转课堂的适应问题以及家庭支持

程度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我们提出了增强翻转课堂意识、利用数字技术提高课前学习效率、在课堂

中采用创新教学策略等对策。本文强调了翻转课堂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和深度参与的机会，同时指出

未来需要不断改进和优化教学方法以促进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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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implementing flipped 
classrooms i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by compa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ipped 
classroom and traditional classrooms. Addressing the difficulties teachers encounter in integrat-
ing pre-class and in-class activities, the problem of students’ fixed mindsets adapting to the fli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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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room, and the impact of family support on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this paper proposes 
solutions such as raising awareness of flipped classrooms, utiliz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enhance 
pre-class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adopting innova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in the classroom. The 
paper emphasizes that flipped classrooms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personalized learning and 
deep engagement for students while highlighting the need for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opti-
miz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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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教育领域正经历着深刻变革，主流教学模式逐渐从传统的教师主导转向以学生

为中心。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被鼓励主动运用所学知识，进行更深入思考。翻转课堂作为

一种融合信息技术的创新教学模式，促使学生更多地应用知识并进行深度思考和进一步解决问题，引起

越来越多教育者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这种教学模式不仅颠覆了传统课堂的教学方式，更在提升学生参

与度、促进深层次学习以及推动个性化教育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 

2. 翻转课堂的内涵与优势 

翻转课堂被定义为教学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并通过数字技术将教师主导的课堂转移至课堂之外，从

而最大限度地延长与学生面对面的互动时间。在翻转课堂中，学生通过在课前观看以教师为主导的简短

视频，为课堂上基于小组的实践做准备。这一过程使得学生能够更加主动地参与学习，与同伴合作，深

入探讨课程内容，并全面掌握知识(翻转学习网络，2014) [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课堂中，学生不再

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对象，而是积极参与讨论、解决问题的主体。 
然而，尽管翻转课堂在教育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设计和实施，以及对学生学习实际影响的观

点一直存在着争议。这促使我们深入研究翻转课堂的有效性，以更好地理解这一教学模式的潜在益处和

挑战。通过本文，我们将深入研究中小学翻转课堂的优势、困境以及有效实施的对策，旨在为教育者提

供更多关于如何发挥翻转课堂潜力的参考。 
翻转课堂颠倒了传统的课堂程序，主要在课前在线提供教学内容——完成的知识传授，以便学习者

在课堂上在教师的指导下参与解决问题或合作学习任务——完成知识的内化(张金磊，2013) [2]。在这种

形式下，学生可以在课前选择自己想要查看学习材料的时间、方式和地点，责任从教师转移到学生身上，

从而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环境(Hung, 2017a) [3]。然而，这种教与学并不意味着教师没有发挥作用；

相反，它们通过了解学生的需求并促进他们参与知识建构的深度学习活动来发挥其重要性(Hung, 2017b) 
[4]。 

根据多项研究表明，翻转课堂具有教育效益。其中一项关于翻转语言课堂研究发现，翻转课堂不仅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增强了他们的学习动机，还培养了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自信心和高阶思维能

力(Zou D et al., 2022) [5]。一项关于中学数学、科学翻转课堂实证研究表明，翻转课堂对学生的科学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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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习有整体的积极影响，这种以学生为中心并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模式对学生的 STEM 学习有显著积

极影响(Wright & Park, 2022) [6]。此外，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通过先让学生自主学习，然后在课堂上引导教

学，拓展学生的思维广度。同时，利用问题情境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通过交流互动提高思维的强度，

最终借助多元评价来巩固学生的思维深度(赵恕敏，2019) [7]。 
然而，实施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过程中也遇到一些挑战。Zainuddin 和 Halili (2016)通过回顾 2013 年至

2015 年发表的 20 篇文章中关于翻转课堂研究的趋势和内容，指出未经培训的教师和较差的视频质量降

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8]。学生的翻转学习准备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学习的成功程度；成功与学

生的个体差异有关，包括他们的语言信仰、首选教师特征、个人情况和其他特征(Hao, 2016) [9]。因此，

在充分培训教师、提升教学资源质量的基础上，通过个性化支持学生、引导积极学习态度，能够有效解

决其所面临的挑战，提高学生参与度、深度学习和个性化学习体验。 

3. 翻转课堂与传统课程的区别 

传统教学通常经历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两个阶段。知识传授阶段由教师在课堂中讲解完成，而知识

内化则需要学生在课后通过作业、实践等方式自主完成。在翻转课堂中，这一传统形式经历了颠覆，利

用信息技术辅助完成知识传授，而知识内化则在课堂中通过老师的引导和同学的协作完成，形成了翻转

课堂的教学模式(张金磊，2012) [10]。翻转课堂颠覆了传统的课堂流程，因此，两者的各要素也呈现出明

显的对比，具体对比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and flipped classrooms 
表 1. 传统课堂和翻转课堂各要素对比 

要素 翻转课堂 传统课堂 

教师角色 知识传授者 学习促进者、指导者 

学生角色 被动接收者 主动学习者 

教学形式 面对面授课为主 课前学习、课堂上协作等方式 

教学内容 重点在课堂上传递基础知识，学生在课后复习 学生在课前通过预习获取基础知识， 
课堂强调深度学习和应用 

评价方式 考试、作业等形式进行知识测评 综合能力评估，包括参与度、团队合作、问题解决等 

3.1. 教师角色的不同 

翻转课堂将教师角色从知识的传授者、学习的主导者转变为学习的促进者和指导者。传统课堂中，

采用教师主导的教学实践，通过有限的师生互动直接向学生传授知识。然而，在翻转课堂中，教师的角

色发生了显著变化。教师不再仅仅是内容的提供者，而更像是学习设计者和引导者。利用信息技术，他

们提前录制教学视频或准备在线学习资源，鼓励学生在课前进行自主学习。在课堂上，教师的主要任务

是促进深度学习，围绕更高层次的问题解决展开课堂活动，转变为概念应用的促进者(Jensen et al., 2015) 
[11]。这种变化使得教师更加注重学生的主动学习和深度思考，突显了学生在知识建构中的积极参与。 

3.2. 学生角色的不同 

在翻转课堂中，学生通过课前准备和在线学习任务获得更多主动性和自主权。在传统课堂中，学生

通常扮演被动接收知识的角色，主要通过教师的讲解和演示来获取信息。翻转课堂强调互动和合作，为

学生提供了更多参与讨论、分享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机会，培养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合作能力。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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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翻转课堂还允许学生自由控制学习进度，实现真正的分层教学，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

例如，在观看课前自主学习的视频时，具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的同学能够快速掌握内容，从而有更多的

时间可以用于探索其他感兴趣的领域。与此同时，自主学习能力相对较弱的学生则可以依据自身理解的

程度，适时地暂停、重复播放视频，通过反复学习来逐步理清思路。这种个性化的学习方式赋予学生更

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权，使得每位学生能够根据个体差异，以更有效的方式进行学习。 

3.3. 评价方式的不同 

翻转课堂和传统课堂在评价方式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传统课堂通常采用考试和作业的方式进行评价，

这些评价主要着重于学生对教师在课堂上传授的知识的记忆和理解。而翻转课堂则倡导更为综合和全面

的评价方式，强调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合作等方面。在翻转课堂中，学生通过课前

自主学习和课堂内互动合作，不仅需要掌握知识点，还要具备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于翻转课堂的课前学习，可以采用线上考核的方式。通过在线测验、问答论坛或其他数字化评估

工具，教师可以及时了解学生在课前准备阶段的掌握情况，评估他们对相关知识的理解程度。这种形式

的考核不仅有助于激发学生在课前认真学习的积极性，也为教师提供了及时的反馈信息，有助于调整和

优化后续的教学安排。此外，翻转课堂的评价也更加注重学生的参与度和贡献，强调团队协作和个体贡

献的平衡。这与传统课堂中更加侧重个体表现的评价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翻转课堂的评价更贴

近现实工作和生活中对综合能力的需求，有助于培养学生更全面的素养。 

4. 中小学实施翻转课堂面临的困境 

4.1. 教师在课前活动和课堂活动整合上具有一定困难 

中小学教师在实施翻转课堂时，其中一个挑战是整合难题。这体现在教育工作者难以将翻转课堂的

理念有机地融入实际教学实践中。首先，由于缺乏相关培训和指导，教育工作者可能对“如何将翻转课

堂概念转变为实践”缺乏清晰的认识。他们可能在设计课前活动和课堂活动之间的有机衔接时感到困扰，

无法确保教学内容在整体上呈现出连贯性和有效性。其次，技术应用方面的不足也增加了整合的难度。

使用信息技术是翻转课堂的关键，但一些教育工作者可能对制作教学视频、设计在线学习任务等技术工

具感到陌生。这可能导致教学资源的制作质量不高，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 

4.2. 学生固定思维对翻转课堂有效实施是一个挑战 

固定思维是指学生对于学习和问题解决存在刻板印象或定势性思考，缺乏灵活性和开放性。在翻转

课堂中，这种思维方式可能影响到学生对于自主学习和课堂互动的适应。首先，学生可能习惯了传统课

堂中教师主导的学习方式，缺乏在翻转课堂中积极主动学习的经验。他们可能习惯了被动接收信息，而

对于自主获取知识和主动参与讨论的能力尚未充分培养。这种固定思维可能导致学生在课前学习时缺乏

主动性，或者在课堂互动中表现出对于主动参与的抵触心理。其次，学生可能对于翻转课堂中的协作学

习和问题解决缺乏经验，仍然依赖于传统课堂中的单向传授和单一解答。这种固定思维使得翻转课程难

以充分发挥教育潜力，并可能对学生学习产生消极影响。 

4.3. 家庭支持配合程度影响学生翻转课堂学习效果 

学生在翻转课堂中的学习参与效果受到家庭支持和配合程度的影响。家庭作为学生学习的重要背景，

其对翻转课堂的支持直接关系到学生在这一教学模式中的积极参与程度。首先，家庭提供的数字设备和

网络环境是学生进行课前学习的基础条件。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持可能使学生难以完成课前准备，从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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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学习效果。此外，家庭对学生学习的态度和理解程度也至关重要。一些家庭对翻转课堂存在误解或缺

乏支持，可能导致学生对学习产生抵触情绪，影响其学习的主动性和深度。最后，翻转课堂强调学生的

自主学习，但有些学生可能缺乏足够的独立学习能力，特别是在没有老师直接监督的情况下。这可能导

致学生在家庭环境中难以有效地完成课前学习任务。 

5. 中小学翻转课堂有效实施对策 

5.1. 增强教师、学生、家庭翻转意识 

翻转学习不应该简单地颠倒通常的教学顺序，而是一种重新定义教师和学生角色的心态，以优化学

生的学习。2022 年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12]强调了倡导学生主动学习、乐于探究，勤于动手，

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正是为了传统课堂转变接受学习、机械训练的现状。在这一背景下，翻转课堂的优势将能成为解决这一

现状的关键：翻转课堂将学习的主动性交还给学生，通过提前学习教师制作的教学视频或完成在线学习

任务，学生能够在自己的节奏下学习，选择适合自己学习风格的方式，实现更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此外，

翻转课堂注重学生之间的互动和合作，强调问题解决和深度学习，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因此，转变教师、学生、家长对翻转课堂的意识变得尤为关键。 
首先，教师应意识到翻转课堂是符合新课程理念的一种创新教学方式。通过参与专业培训、研讨会，

教师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并接受翻转课堂的理念，明白其对学生主动学习、问题解决等多方面能力的促进

作用。其次，学生应该逐渐认识到，通过参与翻转课堂，他们有机会更自主地探究学习，远离死记硬背

和机械训练。学校可以通过开展学生参与式的活动、分享成功案例，引导学生对翻转学习模式的认同，

培养其自主学习的观念。最后，家长作为学生教育的重要支持者。学校需要通过家长会、家校互动平台

等渠道，向家长普及翻转课堂的概念、益处及实施方式，以便他们更理解并支持学生在家中参与翻转学

习。 

5.2. 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课前学习效率 

通过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可以更好地支持学生在翻转课堂中进行课前学习活动，从而提高整体

学习效果；同时也为教师提供了更多关于学生课前学习学情，为课堂前、课堂中的整合提供有益参考。

通过提供个性化学习体验、深入了解学前学情、促进课前互动和充分准备，以及实现及时反馈和灵活调

整，教师和学生在翻转课堂中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和推动学习过程，促使学生在个性化、互动性强的学习

环境中更好地发展自己的学习能力。这种数字技术的应用为教学过程注入了更多的灵活性和个性化元素，

有利于翻转课堂的有效开展。 
1) 在课前学习视频中添加测验，以及测验的配套讲解。通过在视频中嵌入测验，教师可以评估学生

对课前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这有助于及时发现学生的薄弱环节和理解偏差，使教师能够有针对性地调

整课堂中的教学策略。同时，通过测验的形式，学生在观看视频的同时需要积极参与，促进了学习的主

动性。此外，为测验设计配套讲解，可以在学生错误或不理解的地方提供额外的解释和说明。这种形式

的个性化辅导有助于弥补学生的学习差距，使每位学生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 
2) 利用在线协作论坛，学生可以发布和讨论问题，进行知识交流和合作。这个平台提供了一个互动

和合作的空间，使学生能够分享对学习内容的理解、提出疑问，并从同学的回答中获取启发。这促进了

学生之间的互动，有助于建立学习社区。教师可以在论坛中引导学生提出深度问题，激发学生的思辨和

探究兴趣。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观察学生在论坛上的活动，了解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和学习动态，

为后续的课堂教学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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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强化深度学习提高翻转课堂的成效 

课堂中的教学活动是学生进行深度学习，内化知识的主阵营。因此，教师应当依据各学科特点，结

合学生课前学习反馈对课堂活动进行设计，促使学生在课堂中进行深度知识内化。下面介绍两个典型案

例。 
1) 头脑风暴式翻转课堂案例——台湾中学公民课程[13] 
Tsai 等研究者(2020)选择台北市一所中学七年级的两个班级，其中一个班级作为实验组采用了头脑风

暴式翻转课堂教学法，而另一个班级则作为对照组采用了直接教学指导方式。两组学生均参与了相同的

公民课程学习。在实验组中，学生在课前通过学习平台“台北 CooC-Cloud”自主学习 6 个公民课堂主题

的基础知识。在课堂上，他们采用了“635 头脑风暴”方法(见图 1)，6 位成员根据主题提出 3 个想法，

每次头脑风暴限时 5 分钟，共进行 6 次头脑风暴。教师则通过不同方式引导学生思考、练习，并指导他

们运用 8 种创造力技能进行相关主题的创作。 
 

 
Figure 1. The process of 635 brainstorming 
图 1. “635 头脑风暴”流程 

 
六周后，实验组在学习表现、学习动机和公民参与态度等方面均表现出显著优势。翻转课堂的实施

帮助学生提高对课程的兴趣和学习动力，激发了公民参与意识。课堂讨论的频率增加，师生关系和同伴

关系得到改善，互动质量提高。实验组学生的远程联想能力也优于对照组，这可能是由于头脑风暴式翻

转课堂的教学方式或者是翻转课堂材料(例如视频)的呈现本身就更具创造性，提高了学生的创造力。 
亚洲地区的课程通常采用教师直接授课的模式，教师和学生之间没有太多的互动机会，导致学生习

惯性在课堂上保持沉默，这也被认为是限制翻转课堂有效性的重要因素。然而，该研究的方法为教师提

供了一种明确的方向，简化了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程序，使教学实践更具操作性。这种创新的教学模式

为公民课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充分展示了“635 头脑风暴法”的简单有效性，为提升翻转课堂的实

效性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2) 教育游戏式翻转课堂——“原电池的设计”[14] 
苏小俸等学者(2018)选取《化学反应原理》中“原电池的设计”作为知识背景，通过任务型游戏深入

引导学生理解原电池原理。有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情境游戏的翻转学习能够提升学习者的信心，减轻学

习焦虑，促进深度信息处理，强化社交沟通，同时为学生提供有意义且真实的活动，有助于将情境与认

知相连接(Lin et al., 2018) [15]。通过设计教育游戏，使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获取相关化学知识。“原

电池的设计”教育游戏的设计模型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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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esign of a primary battery”—knowledge design for educational games 
图 2. “原电池的设计”——教育游戏的知识设计 

 
要使翻转课堂中的教育游戏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实现“教育性”与“游戏性”的平衡。在设计教育

游戏时，需综合考虑学习内容、学习活动和游戏类型之间的关系。教育游戏的核心定位是“教育性”，

因此设计时需首先注重教学内容和目标的合理安排。其次，需要将教育游戏的分类与教育目标或内容相

匹配，例如通过“动作型游戏”来实现“动作技能教学目标”，通过“益智型游戏”来达成“策略性教

学目标”。最后，学生在课堂中按照游戏规则学习相关课程知识，游戏中的关卡记录反映学生学习的层

次和差异。教师可根据学生完成游戏的水平将其合理分组，实现合作交流，促进知识互补，实现个性化

学习，体现翻转课堂教学的“高效”特点。 

6. 结语 

翻转课堂的引入为中小学教育带来了新的思考和实践机会。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深入剖析了翻转

课堂与传统教学的差异，并发现了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挑战。教师在整合课前和课堂活动方面面临

挑战，学生的固定思维对翻转课堂的适应构成一定难题，而家庭支持的程度也影响着学生在这一模式下

的学习效果。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首先，强调了增强教师、学生和家庭对

翻转课堂的意识的重要性。其次，利用数字技术提高课前学习效率，为学生提供更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最后，采用创新的教学策略，如头脑风暴式翻转课堂和教育游戏式翻转课堂，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提高深度参与。未来，我们期待翻转课堂能够更好地适应学生的学习需求，促进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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