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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翻转课堂是一种极其灵活的教学模式，主要是将知识的传授过程放到课前进行，把知识的内化转移到课

上开展，教师运用这种模式可以节省出大量的课堂时间去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及素质。大学物理本身内

容多、难度大、逻辑性强，如果将翻转课堂与大学物理教学进行有效融合，就可以将有限的课堂时间充

分地用来帮助学生对知识点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本文探讨了大学物理教学引入翻转课堂的必要性，并

且对教师的主导作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为了提高课堂效率，需对教学设计进一步优化，更加注重学生

对知识的建构过程，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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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lipped classroom is an extremely flexible teaching mode. It mainly involves such a process: stu-
dents familiarizes themselves with the knowledge before class and internalizes the knowledge in 
clas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eacher. So, teachers can save a lot of class time by this way to cult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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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ability of students. However, college physics usually involves plen-
tiful of knowledge points, which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and strict in logic. If the flipped class-
room can be effectively integrated with college physics teaching, the limited class time could be ade-
quately utilized by teacher to lead the students to grasp the knowledge points at a deeper level.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necessity of introducing the flipped classroom into college physics teach-
ing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demands on teachers about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order to im-
prove classroom efficiency,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should be further optimized, laying emphasis 
on the constructive process of knowledge and fostering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study and col-
laboration fo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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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理工科的学生来说，大学物理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学习这门课不仅仅是为了掌握物理知识，

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物理来培养一种科学思维，使学生能够把这种科学思维应用到自己的专业中，提高

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但由于物理本身难度大、内容多，为了完成教学计划，教师的授课方式显

得过于传统，缺乏与学生的互动，难以培养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因此，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大学

物理教学迫切需要引入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来促进学生发展，满足当今社会需求，紧跟时代步伐。翻转课

堂是通过学生课下自主学习，课上师生针对性互动的一种教学模式，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

主导的素质教育思想，能够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独立思考、合作探究等能力[2]。翻转课堂能够使学生有

充足的自主学习时间，在课外基于自己的兴趣去学习新知识，利用信息技术开阔视野，了解物理学前沿

信息；在课堂上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与学生的互动，把剩下难以理解的问题解决，在合作探究

中达到知识内化的目的；在探索过程中学生能够结合新时代背景，把握时代发展脉络，将自己的理想信

念融入到国家发展中，形成一种积极正确的价值观[3]。 

2. 实施翻转课堂的必要性及条件 

2.1. 实施翻转课堂的必要性 

客观上来讲，大学物理包含了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原子物理等内容，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还要有一定的高等数学基础，所以课程本身难度大、内容多。而部分高校把大学物理的课时缩减得很少，

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上课只能抓紧时间讲课，没有多余的时间对相应的知识点进行拓展，导致教学

方法显得过于单一[4]。在这种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下，学生与老师在课堂上的互动较少，课下自

主学习的时间也不多，长期以往学生会逐渐对物理失去兴趣，很容易把大学物理当作一门应试学科来对

待，这种为了考试而学习的动机，难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5]。如果教师在物理课堂上继续沿用这

种授课方式，很难让学生真正感受到物理的魅力。大学教育的本质是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社会培养多元化的创新型人才。所以，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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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物理课堂上引入一些新的教学模式是十分有必要的，故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近些年应运而生。这种教

学模式可以使教师上课方式多样化，更好地达成教学目标，实现素质教育所提出的基本要求[6]。 

2.2. 实施翻转课堂的条件 

翻转课堂从形式上可以理解为：学生课下通过纸质资料或多媒体资源自主学习，课堂上师生一起讨

论、解答习题、互动探究。因此，部分教师就片面的认为翻转课堂的核心就是以信息技术为载体去制作

微课、视频等，从而忽视了课堂教学设计。但有研究表明，课外观看视频比起在传统课堂上听课的学习

效果并无明显优势，视频教学只是传授知识的一种方式，课堂上的教学设计才是知识内化的关键因素[7]。
因此，基于素质教育背景下的翻转课堂的有效实施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教师要深刻理解翻转课堂的

内涵，精心设计教学活动；学生需要改变被动接受知识的学习方式，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及时发现自己

的问题；信息技术手段也要与时俱进，保证翻转课堂有效实施；大班教学人数太多，教师在课堂上不能

针对性的与每一位学生互动，不能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所以应该调整班级结构，进行小班化教学[8]。 

3. 教师在合理构建翻转课堂中的作用 

翻转课堂虽然强调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性，但这并不否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由于翻转

课堂形式灵活、内容丰富，为保证翻转课堂的有效实施，教师在构建翻转课堂的过程中主要起到以下几

个作用。 

3.1. 课前改变学生固有的学习思维，把传授知识变为有意义的情景建构 

翻转课堂要求教师在课前给学生提供相应知识点的教学视频、参考资料等，这些课前学习资料要与

学生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既要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又要达到相应的学习效果。教师在制作教学视

频时不能简单的把知识点呈现出来，要有一定的情景导入、问题引导和思维拓展，要建构出相应的物理

情境，把知识点生动形象的展示给学生，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教师要及时收集学生的课前学习情况，

将学生的问题进行整理归纳，以便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且有针对性地进行备课。这样一来，课前的

学习不再是单一的知识传授，而是通过有意义的建构使学生轻松、愉快、个性化地去学习，从而发现每

一位学生的优点和潜能[9]。 

3.2. 合理设计教学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在翻转课堂上，教师不直接帮学生解决问题，而是让他们先通过小组讨论和团队合作的方式去解决，

但这不是简单的由教师讲变为学生讲，教师在整个课堂上仍发挥着根本的引导作用。教师必须非常熟悉

大学物理的具体知识，当学生在讨论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能够及时提供帮助，并且就相应知识

点进行拓展；教师要在课堂上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循序渐进的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培养他们的

合作探究和创新实践能力；根据课前的自学反馈结果，教师在课堂上要着重解决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

学生在合作学习中遇到难题时，要给予他们充分思考的时间，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在合作

学习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较为零散，教师在他们讨论的过程中要及时进行总结，确保翻转课堂的有效实

施[10]。总而言之，教师要在翻转课堂上构建一种有效的模式，合理设计翻转形式，引导学生由简到繁、

由易到难地进行科学探究。 

3.3. 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模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传统的大学物理课程评价主要通过期中和期末考试来进行，这种终结性评价不能全面的评价学生，

这种评价模式达不到素质教育的科学评价标准。而且在这种单一的评价模式下会使学生忽略自己的创新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3127


蒋荣 等 
 

 

DOI: 10.12677/ae.2022.123127 801 教育进展 
 

和实践能力的发展，把大学物理当作一门应试学科，只追求分数的高低而不能学以致用[11]。因此，教师

在翻转课堂中应该采取以形成性评价为主的多元化评价模式，具体可分为课前评价、课上评价、课后评

价，教师在课前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帮助学生发现自主学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在课堂上

教师可以评价学生的合作交流情况，发现学生各个方面的优点与不足，课后教师还可以再采取一些评价

方式检验教学效果[12]。 

4. 翻转课堂的设计内容、原则和应用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可以简单理解成一种“先学后教”的模式，即在上课前完成知识传授的过程，

在课堂上完成知识的内化过程，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是基础，在课堂上深入学习将知识内化才是关键[13]。
因此，基于翻转课堂的大学物理教学设计必须把握好设计内容和原则，确保能够应用到实际的教学当中。 

4.1. 翻转课堂的设计内容 

在翻转课堂的有效实施过程中，教学内容的设计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教学内容要有指向性价值性。

比如在教学过程中，提问是最有效的教学方法，通过提问可以在一定的逻辑体系下逐步引导学生学习课

程内容。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提出相应的问题，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提问。太简

单的提问容易让学生失去耐心，学生把握不住课程的重点，不利于学生深入思考问题；太难的问题会使

学生望而却步，对课程的学习失去信心。所以，教学内容的设计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按照课程

标准制定教学目标，突出课程的重点和难点，设计出一个具体的教学框架。另一方面，根据学生的学习

情况以及现有的教学条件对教学内容进行丰富，将学生感兴趣的东西适当引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14]。 

4.2. 翻转课堂的设计原则 

尽管翻转课堂的设计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都要遵循“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这一基本原则，

具体的翻转课堂设计原则可从这三方面进行探讨：第一，教学目标要有可行性和可量性。“可行性”是

指教学目标要能够适应学生的实际能力，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可量性”是指教学目标要具体，要

依据教学内容进行分析，以教学重难点为参考，以理解某个知识点定为低层次目标，将知识的拓展和应

用定为高层次目标；第二，教学过程要注重逻辑性和衔接性。大学物理本身就是一门逻辑性很强的学科，

所以在翻转课堂上教师要以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循序渐进的建构出合理的知识体系。同时还要

考虑后续知识点的学习，最终的教学过程要能够达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第三，教学评价要全面。依据素

质教育评价观所提出的要求，对学生的评价应该是多方面的，不能只以考试成绩为评价标准，应当从课

前自主学习、课上交流学习、课后总结学习等进行多维度评价[15]。 

4.3. 翻转课堂的应用 

翻转课堂的实际应用可分为课前、课上和课后三个过程，从教师和学生两种角色的活动出发，对翻

转课堂的实施过程进行探讨。在课前学习阶段，学生通过观看教学视频可以掌握了绝大部分基础知识点，

但他们仍然会有许多问题，所以教师可在课前分出若干个学习小组，一般为 5~10 人，通过课前小组讨论

的形式解决一部分问题，最后小组内解决不了的问题再留到课堂上探究。这种小组课前自学的方式为后

续翻转课堂的有效实施打下了基础；在翻转课堂上，教师要转变自己的角色，要能够引导学生有逻辑地

进行思考，促进学生间相互交流合作，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教师要融入到各小组的交流中，了解各小

组的讨论进程，及时解决讨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翻转课堂的有效实施；学生在合作交流后已经有

了一定的学习成果，教师要鼓励学生走上讲台，将自己的所想所得表现出来。为了提高课堂效率，学生

的讲授围绕单个特定知识点，时间一般规定为 5 分钟左右[16]。学生不必拘泥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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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PPT、多媒体仿真等手段进行分享。分享的内容也不仅是经典的物理知识，要结合当今物理发展

现状，对前沿知识进行有效拓展。 

5. 创新性设计翻转课堂的思考 

翻转课堂起源于美国，在运用该教学模式时不能完全照搬，需要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加以改进，既

要符合国内的教育理念，又要达到培养人的目的。本文从国内大学物理教学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翻转课

堂的整个教学过程进行了思考，始终发挥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作用。通过课前的有效设计提高

学生的学习效率，在翻转课堂上腾出更多的时间进行知识内化，采取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拓展学生思维，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例如，在大学物理《质点运动学》的章节教学中，由于参考系、加速度、圆周运动等大部分内容学

生在高中已经有所涉及，学生可以通过观看视频和讨论的方式在课前解决大部分问题，教师再将知识点

分配给各个小组，让他们在课堂上进行分享，分享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让学生调研相关知识点的前

沿信息、查阅伽利略等相关物理学家的故事进行分享，教师在整个过程中引导学生思考。对于一些较难

理解的知识点，教师要在课上及时补充，及时解决学生的问题。小组分享结束后再让其他小组进行点评，

发表观点，最后教师做出总结。 
尽管翻转课堂的教学形式多种多样，但都是要把传统课堂上的“灌输式”教学变得更加具有参与性

和互动性。在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培养人”为根本目标，转变学生的课堂角色，让学生成为课堂

的“主人”，同时教师要重建自己的角色，由单纯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知识的“建构者”。如今，

大学物理教学改革已初见成效，但社会始终在不断地进步和发展，教学改革与创新永远在路上，教学工

作者要与时俱进，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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