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4, 12(12), 410-416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12909  

文章引用: 刘春, 祁文静, 王燚. 基于“SPOC 翻转课堂”的《分析化学》教学改革与实践[J]. 创新教育研究, 2024, 12(12): 
410-416. DOI: 10.12677/ces.2024.1212909 

 
 

基于“SPOC翻转课堂”的《分析化学》教学

改革与实践 

刘  春，祁文静，王 燚 

重庆师范大学化学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4年11月12日；录用日期：2024年12月6日；发布日期：2024年12月18日 

 
 

 
摘  要 

SPOC翻转课堂作为数字化教育转型的创新模式，在增强《分析化学》教学质量方面展现出较大潜力。文

章深入剖析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性，并结合SPOC与翻转课堂的特点，系统阐述了SPOC翻转课堂的构

建框架、实施流程及效果评估体系。实践证明，该模式在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自主学习能力以及

激发创新思维方面优势明显，为《分析化学》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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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OC flipped classroom, as an innovative model of digital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has shown 
great potential in enhanc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The article deeply ana-
lyzes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s and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on the construc-
tion framework,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SPOC fli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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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room,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OC and flipped classroom. Practice has proven that 
this model has obvious advantages in stimulating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cultivating in-
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and stimulating innovative thinking, providing a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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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问题提出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教育领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虽

然在过去几十年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教学方式往往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

的培养，导致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难以满足新时代学生的自主学习需求[1]。特别是在《分析化学》

这门大学化学专业核心基础课程中，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性更加明显。《分析化学》课程的内容广泛且

复杂，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点和实验技能。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往往采用“一刀切”的教学模式，

无法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学习需求[2]，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困惑和挫败，难以保持对课

程的兴趣和积极性。 
为适应数字化教育发展趋势，提升教学质量并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改革分析化学教学模式显得尤为

紧要。近年来，基于 SPOC 的翻转课堂模式受教育领域广泛关注。该模式结合在线学习与面对面教学优

势，重新调整课堂内外时间，将学习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3]。在 SPOC 翻转课堂中，学生课前通过

在线平台自主学习，课堂中集中讨论、实践与解决问题。这种模式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培养

自主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4]，相关研究和案例[5]为分析化学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1.2. SPOC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SPOC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新兴的在线教育模式，是在 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旨在提供更加个性化和小规模的在线学习体验[6]，SPOC 的特

点在于它结合了在线教育优势与传统课堂教学特点，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和兴趣

[6]。相较于大型开放网络课程(MOOC)，SPOC 更注重学生学习体验和效果，便于教师管理和跟踪学生的

学习进度[7]。 
SPOC 翻转课堂模式受到了多种教育理论的影响。其中，翻转课堂理念是其核心理论基础之一。翻转

课堂模式强调学生在课前通过观看视频讲座、阅读材料等方式自主学习，课堂时间则用于讨论、实践和

解决问题，从而实现教学模式的创新[8]。此外，SPOC 模式也借鉴了混合学习(Blended Learning)的理念，

将线上学习和线下教学有效结合，以提高学习效率和教学质量[9]。 
SPOC 翻转课堂实施步骤通常包括：教师课前发布在线课程资源和学习任务，学生自主学习并完成预

习任务；课堂上教师组织学生讨论、答疑和实践活动，促进知识内化和应用；课后通过作业和测试巩固

检验学习成果[10]。在实践中，SPOC 翻转课堂模式已经在多个领域得到应用和验证。例如，在计算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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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网络技术应用[11]、大学英语[12]等课程中，基于 SPOC 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都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

果。这些研究表明，SPOC 翻转课堂模式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度、知识掌握程度和综合能力。 
SPOC 翻转课堂为《分析化学》课程教学提供了新思路和方法。首先，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通过丰富多样的线上资源和互动性的线下活动，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程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13]。
其次，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翻转课堂讨论和案例分析环节，学生可以亲身体验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方法，提升其实践操作能力[14]。最后，有助于促进师生之间交流互动，营造良好学习氛围，提

高课程教学质量。 

2. 基于 SPOC 翻转课堂的《分析化学》教学模式构建 

2.1. 教学目标设计 

为适应数字化教育转型和专业人才培养要求，课题组对《分析化学》课程教学目标进行了全面修订，

旨在培养具备扎实理论基础、熟练实践技能、良好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的高素质人才。 
夯实学生的分析化学理论知识基础，深化对各种分析方法的原理、特点及应用范围的深入理解，把

握分析化学发展前沿动态。通过系统学习，希望学生构建起完整的分析化学知识体系，为后续实验操作

和科学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强化学生实验操作技能培养。分析化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熟练的实验操作技能对于学生未

来从事相关工作至关重要。课题组在教学目标中对学生实验技能培养作出了具体规定，明确对实验仪器

规范使用、实验步骤准确执行和实验数据正确处理等要求。 
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在数字化教育环境下，学生需具备良好的自主学习

能力，以应对日益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不断变化的学习需求。同时，团队协作精神也是现代科研和工作不

可或缺的素质。课题组鼓励学生在团队中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协作完成学习任务，培养协同合作精神。 
致力于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提升。分析化学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具有广泛应用，通过引入实际

案例、开展综合性实验等方式，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2. 教学内容梳理与整合 

根据课程大纲和专业需求，课题组对教学内容全面梳理与整合。将课程内容划分为基础理论、实验

方法、仪器分析等教学模块，各模块进一步细分出若干知识点，如基础理论模块包括化学平衡、酸碱理

论等；实验方法模块涵盖重量法、滴定法等。明确模块间联系和逻辑关系，形成一个清晰系统的知识框

架。 
梳理整合过程中，课题组还特别关注重难点内容。如仪器分析模块中光谱分析和色谱分析是难点，

针对这些内容制作动画演示、实验操作视频等教学资源，设计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等教学活动，旨在通

过实践应用加深学生对这些重难点内容的理解。 
注重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在分析化学课程中，实验操作至关重要。课题组特别强调实验操

作步骤和注意事项，为学生提供详细实验操作指南和实验报告模板，使学生在理论学习和实验操作中能

全面提升自身化学专业素养。 

2.3. SPOC 课程资源建设 

在 SPOC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课程资源建设至关重要。课题组专注于微视频制作和配套学习资料

编写，打造高质量、互动性强的课程资源。 
微视频是 SPOC 课程资源的核心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以简短、精练的形式呈现《分析化学》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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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知识点。在制作微视频时，课题组注重视频的趣味性、简洁性和逻辑性，力求在 10~15 分钟时长内清

晰阐明一个知识点或展示一个实验演示。如针对“滴定分析法”，课题组设计了涵盖滴定原理讲解、实

验操作演示以及实际案例分析的系列微视频，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滴定分析法的实际应用。 
组织编写包括电子教材、练习题和拓展阅读材料在内的配套学习资料，满足学生多层次、多样化学

习需求。电子教材与微视频相互呼应，为学生提供系统全面的学习材料；练习题帮助学生检验知识掌握

情况，通过反复练习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拓展阅读材料选取分析化学前沿研究成果和实际应用案

例，旨在激发学生探索欲望和创新思维。这些资料与微视频、电子教材共同构成完整学习体系，为学生

在 SPOC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学习提供了有力支持。 
设计资料时注重问题启发性和挑战性，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培养自主解决问题能力。为保证课程资

源的质量和效果，课题组对微视频和学习资料严格审核与实时修改，根据学生反馈和教师反思不断优化

更新。课题组还积极探索 SPOC 资源与其他教学资源结合，如利用在线教学平台发布管理课程资源，利

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跟踪分析学生学习情况。 

2.4. 翻转课堂教学设计 

翻转课堂教学设计是 SPOC 翻转课堂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它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流程，将学生的学

习活动延伸到课堂之外，提高了教学效率和学生学习效果。在《分析化学》课程中，依据教学目标和内

容，课题组精心设计了课前自主学习环节、课堂教学活动以及课后巩固拓展三个主要环节。 
课前自主学习环节，学生通过 SPOC 平台观看微视频、阅读电子教材和学习资料，完成在线测试和

作业。这些在线资源涵盖《分析化学》基础知识和重难点，帮助学生建立对课程内容的初步理解与认知。

教师通过平台实时监控学习进度，了解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困惑，为后续课堂教学做好充分准备。 
课堂教学活动设计是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关键环节。课题组注重将知识讲解与答疑、实验教学与实

践操作、小组合作学习与项目探究等多种教学活动有机结合。首先，教师根据学生在课前自主学习环节

中反馈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知识讲解和答疑，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的困惑。其次，在实验教学和实践操

作环节中，让学生亲自动手进行实验操作，培养其实践技能和动手能力。此外，课题组还组织小组合作

学习与项目探究活动，鼓励学生通过团队协作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思维。 
课后巩固与拓展环节，布置相关的课后作业和实践任务，巩固课堂所学知识。同时，课题组还鼓励

学生积极参与在线讨论和学术交流活动，与其他同学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和体会，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知

识面和视野。这些活动既能增强学生的学术素养和综合技能，还能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3. 基于 SPOC 翻转课堂的《分析化学》教学模式实践 

3.1. 教学准备 

为了提升教师在数字化教育环境下的教学能力，课题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邀请行业专家为

授课教师开展专业培训，让教师熟练掌握 SPOC 平台的使用和管理技术，为课程资源建设和学生学习监

控提供技术支持。其次，通过研讨会深化教师对翻转课堂理念的理解，明确其在《分析化学》教学中的

作用，激发教学改革的热情。最后，通过案例分析和模拟教学，提升教师的教学设计和组织能力，以应

对翻转课堂模式下的教学挑战。 
同时，课题组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通过详细介绍 SPOC 翻转课堂模式，让学生明

确学习方式和目标，激发学习兴趣。提供了详细的 SPOC 平台使用指南和操作培训，以确保学生能够熟

练掌握并有效使用该平台进行自主学习。引导学生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自主学

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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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学实施 

课前，课题组通过 SPOC 平台发布学习资源和预习任务，引导学生积极利用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完

成在线测试和作业。教师通过平台数据监控学生的学习进度，发现大部分学生都能够按时完成预习任务，

对课程内容有初步的了解。同时，教师收集学生预习过程中的问题，为课堂教学做好准备。 
课堂教学中，课题组采用知识讲解、实验教学和小组合作学习等多种教学方式，针对课前学习中的

共性问题进行集中讲解，引导学生深入讨论重点、难点知识。实验教学环节培养学生实践技能，小组合

作学习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思维。在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中，同学们积极参与，课堂氛围十分活跃，

最终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 
课后，教师布置书面作业和实践任务，以巩固所学知识，并鼓励学生参与在线讨论和学术交流活动，

拓展知识面和视野。学生们积极完成作业并主动参与讨论，展现出了较高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 

3.3. 教学评价 

为课题组采用多元化评价方式，不仅关注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还注重学生的学习态度、实践能力

和团队协作精神等方面的表现，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全面、客观地评价。 
设置清晰对照组，将学生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采用 SPOC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照组

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形成性评价覆盖整个教学过程，通过 SPOC 平台收集数据，量化评估实验组和对照

组学生在线测试成绩、作业完成情况及学习时长，揭示其对知识点的掌握及学习态度差异。观察两组学

生出勤、讨论参与度、小组合作及项目完成质量，综合评价其课堂表现，识别团队协作、批判性思维和

创新能力的优劣势。重点考察两组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报告撰写和结果分析能力，以准确评估其实践

能力。 
终结性评价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要依据。为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公正性，课题组精心设计了期末考

试试卷，试题既涵盖《分析化学》课程的理论知识，还考查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通过这种方式，课题组

能够更客观地评估两组学生在整个课程中的总体表现。 
在完成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后，课题组及时向学生反馈评价结果，并为其提供个性化指导。同

时，基于评价结果，课题组对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进行总结反思，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进度、优化教学

方法、丰富教学资源等教学改进措施，不断提升《分析化学》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4. 基于 SPOC 翻转课堂的《分析化学》教学效果评估 

4.1. 学生学习效果评估 

对比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成绩显示，SPOC 翻转课堂实施后，实验组学生平均成绩从之前的 76 分提

升至 85 分，应用题型得分率从之前的 63%提升至 81%，实验操作成绩的平均分也从 73 分提高到了 86
分，表明该教学模式能有效促进实验组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提升，而对照组成绩提升幅度

明显小于实验组。 
就自主学习能力而言，对实验组学生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显示，超过 85%的学生表示在自主学习意

识方面有了显著提升，90%的学生在学习方法上进行了积极调整，能够灵活运用多种学习资源进行学习。

此外，78%的学生已经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能够主动利用 SPOC 平台进行课前学习，并合理规划自

己的学习时间，而对照组在这些方面变化不明显。 
在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方面，综合实验组学生在实验和项目探究中的表现，可以看出学生在实验操

作上更加熟练规范，实验操作的准确率从 73%提升至 85%，能独立完成复杂实验的比例从改革前的 60%
提升至 90%，且分析结果准确性提高了 25%。在项目探究活动中，75%的学生展现出了强烈的求知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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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精神，82%的学生能够结合所学知识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并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方案。此外，学生在

项目报告和学术论文中的成果也显著增多，其中优秀作品的占比从改革前的 20%提升至 45%，学术论文

的发表数量相比之前增加了 6 篇，对照组在这些方面提升程度远低于实验组。 

4.2. 教学质量评估 

对实验组学生调查结果显示，93%的学生对课程“非常满意”或“满意”，91%的学生认为“教学模

式激发了我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89%的学生认为“课程反馈及时，对学习很有帮助”，90%的学生认

为“SPOC 平台显著提高了学习效率”，92%的学生表示“课堂互动有助于对知识理解”，89%的学生认

为“实验教学有效增强实践能力”；96%的教师认为该教学模式显著提高了课堂教学针对性，学生参与度

提升了 86%。通过对深度访谈资料分析，发现 SPOC 教学模式显著提升了学习的自主性和互动性，使学

习过程更有趣且高效。 
经过教学观摩与校内外同行的评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SPOC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有效融合了在线学

习与面对面教学的优势，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显著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创新能

力。在教学目标设定、内容组织、方法选择及评价实施等方面，该教学模式均展现了高度的科学性和前

瞻性。专家们指出，SPOC 翻转课堂模式有效地促进了学生对分析化学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实践能力的提

升，显著提升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对学生的学业成长和未来职业发展具有较

大促进作用。 

4.3. 教学模式推广应用价值评估 

SPOC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分析化学》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推广应用价值。一方面，该模式能显著提

升教学的针对性。传统教学中，教师以同一进度授课，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而在 SPOC 翻转课堂

模式下，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先修知识、学习能力等因素，对教学内容进行精细化设计与调整，对于基础

较差的学生，可以提供更多的基础知识讲解和练习材料；而对于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则可以提供更具

挑战性的拓展性任务。这样使教学更加贴合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提高教学效果。同时，学生在课前通

过在线课程自主学习，教师可通过学习平台收集学生的学习数据，了解学习难点和困惑，在课堂教学中

有针对性地讲解和答疑，实现精准教学。 
另一方面，该模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合作能力。在 SPOC 翻转课堂中，学生需要在课前

自主完成课程学习，这一要求促使他们主动探索知识，进而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例如，在学习复

杂分析方法时，学生通过观看教学视频、阅读相关资料来自主理解原理步骤，从而锻炼独立思考和获取

知识的能力。课堂小组讨论与合作学习也是该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在小组中共同探讨问题、完成

任务，并在此过程中学会合作、交流与分享。在分析化学实验中，小组合作能够让学生分工协作，共同

完成实验操作和数据分析，从而培养团队精神和沟通能力。这种能力培养对学生学好《分析化学》至关

重要，对其未来学习和工作也有深远积极影响，能帮助学生们更好适应社会需求。 

5. 结语 

通过 SPOC 翻转课堂模式在《分析化学》中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学生不仅在学业水平上有所提升，

更在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学生利用 SPOC 平台进一步深化理论知识，通过翻转课堂

实验教学来增强实验技能，并在小组合作学习中激发创新思维。此外，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沟通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批判性思维及信息素养等也得到提升。形成性与终结性评价结合的教学评估体系显示，

该教学模式显著提高了教学质量，获得师生好评。展望未来，课题组将继续优化这一教学模式，深化课

程内容与行业需求的对接，探索智能化教学评价体系，并加强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以适应教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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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需求，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分析化学人才。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分析化学实验课程的分层次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探索与实践”(项目

号：230800575071835)、重庆师范大学教改项目“基于 SPOC 翻转课堂的分析化学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项目号：20234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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