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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翻转教学”模式引入到激光物理课程的教学实践中，结合课程教学模式特点与课程内容从课前、

课中、课后三个方面，通过云班课线上头脑风暴、小组辩论赛、“小老师”翻转推导、相关科研文献总

结与分享等方式设计了课程的“翻转教学”模式运用方案。教学实践表明，通过引入“翻转教学”模式，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能更好地暴露出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有效地提高了激光物理课程的教

学质量，也可为相关理论类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提供实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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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flipping teaching” mode into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laser physics 
course, and designs its application scheme from three aspects: pre-class, during class and after 
class, through approaches as online brainstorming in cloud class, group debate competition, “little 
teacher” flipped derivation, relevant scientific research literature summary and sharing, etc. The 
teaching practice shows that by introducing the “flipping teaching” mode, the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is improved,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learning can be better exposed,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laser physics course is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an example reference can also be pro-
vided for the teaching model reform of relevant theoretical specialized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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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00 年 Glenn Platt 等人[1]与 J. Wesley Baker 在他们发表的论文中提及“翻转教学”模式以来，

2007 年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化学老师 Jonathan Bergmann 等人又在课堂中采用了“翻转课堂式”教学模式，

从而推动了这个模式在美国中小学教育中的使用。近年来，国内各高校也开始相继将“翻转教学”模式

引入到课堂教学实践中来[2] [3] [4] [5] [6]。随着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的不断发展，“翻

转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也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翻转教学”模式使得课堂中老师和学生

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老师不再是单方面地讲授知识，学生也不再是被动地学习；学生通过课前或课外的

时间对上课内容进行预先的自主学习，课堂则变成了老师与学生或是学生之间互动的场所，从而充分调

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如何根据不同的专业知识点设计合理的“翻转教学”模式运用方案，则是当

前有效推动“翻转教学”模式应用的重难点之一。 
在设计运用方案的过程中，由于部分课程的高度理论性和固化的教学模式，依然难以找到合适的切

入点来“翻转课堂”；同时，学生对“翻转教学”模式的接受程度也不尽相同，需要“因材施教”。本

文即针对光学工程理论类专业课程的“翻转教学”模式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以具有鲜明理论性特色的激

光物理课程为例，提出一种切实可行的理论类专业课“翻转教学”模式运用方案，为相关专业课程的教

学模式改革提供实例参考。 

2. 激光物理课程内容与模式 

2.1. 课程内容简介 

激光物理课程是一门利用激光的半经典理论与量子理论研究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光学工程专业核

心课程[7] [8] [9]，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激光物理课程的作用和任务是为学生在未来的实际科研与相关

工作中分析解决可能遇到与激光有关的深层次理论问题打下基础。激光物理课程通常面向有一定专业基

础的光学工程专业研究生开设，对学生的物理与数学理论功底要求较高，同时电动力学、激光原理、量

子力学等相关课程的部分内容可作为激光物理课程学习的支撑。 

2.2. 课程模式剖析 

由于激光物理课程本身鲜明的理论特色，课堂的教授模式普遍存在以下特点：1) 通常均以老师全程

讲授为主，讲授内容包含大量的公式推导，需要依赖板书进行，学生只能被动地看着老师在推导公式；

2) 课程内容较多，难度较大，很多内容讲授一遍后没有时间反复讲授，导致学生难以跟上老师的思路，

无法理解理论背后的物理近似和物理思想；3) 学生难以将所学内容与自己的实际科研工作结合起来，无

法将课堂学习的知识融入到自己的知识体系内。因此，需要基于以上问题有针对性地改进课堂的教学模

式，有效提高激光物理课程的教学效果。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829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江奇渊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8299 1898 创新教育研究 
 

3. 激光物理课程“翻转教学”模式探究 

3.1. “翻转教学”模式内涵与特点 

“翻转教学”模式，又称“翻转课堂”，是一种将教学活动由课堂上以“教师授课”为主，转变为

以课下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教学模式。学生在课下通过教学课件、教学讲义或教学视频自主学习教学内

容，课上则由教师指导学生开展协作讨论、分组研讨、项目实践等活动，将传统的“教师讲授，学生学

习”的教授型课堂翻转为“学生先学，师生互动”的研讨式课堂。 
“翻转教学”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以问题为导向，将传统教学的五段教学法

的次序进行了翻转，注重个性化协作学习环境的构建；同时，通过课内外教学时间和学生参与度的权重

调整，可以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主动学习的积极性。相对地，并不是所有的课程内容与学习对象都

适合采用“翻转教学”模式，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以及不同学习对象的个性化教学方案设计至关重要，

否则不仅难以起到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作用，还会适得其反。 
具体到激光物理课程，其鲜明的理论特色和部分难度较大的课程内容，都使得“翻转教学”模式的

运用面临不小的挑战。因此，在设计模式运用方案时，不能简单地照搬“翻转教学”模式，单纯地将教

学重点转移到课外学生自主学习是难以提高教学效果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引入“翻转教学”模式，但部

分重难点以及需要形成理论体系的内容，依然需要结合较大比例的课堂讲授模式实现，不能完全将主动

权交给学生，从而在保证教学内容体系化讲授的同时提高教学质量。 

3.2. “翻转教学”模式运用方案设计 

针对激光物理课程教学模式的特点，结合课程专业知识内容，分课前、课中、课后三部分设计课程

“翻转教学”模式运用方案如图 1 所示，具体内容如下。 
 

 
Figure 1. Design diagram of “flipping teaching” mode application scheme in laser physics course 
图 1. 激光物理课程“翻转教学”模式运用方案设计框图 

 
1) 课前：通过云班课平台构建教学资源库，上传教材与授课使用的课件，并在云班课平台上发布通

知，便于学生有充足的资源和时间进行课前的预习；同时，在云班课平台上进行线上讨论，每个学生都

能在课余时间随时扮演小老师，针对激光物理课上的一些难点引发头脑风暴，形成线上的小课堂。通过

课前的线上讨论捕捉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的难点，以便在课堂上有针对性地讲授或讨论。同时，针对

捕捉到的难点及部分课程内容重点录制微课视频，便于学生反复观看，从而加强对重难点内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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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中：改变原有激光物理基本都由老师讲授的模式，由老师选择几个学生相对容易理解和叙述

的知识点，请学生上讲台为大家讲解自己的理解，或为大家展示自己的推导过程；选择部分具有思辨

性的物理现象(模式竞争、锁模等)，请学生组成辩论小组，老师作为裁判，进行对应物理现象的辩论

赛。根据学生在讲台讲解与小组辩论过程中的表现，发现其中学生理解存在问题的知识盲点，有针对

性地结合课堂讲授模式对其进行强化，并通过云班课平台的线上讨论进一步了解学生经过强化后的掌

握情况。 
3) 课后：布置课上授课内容没有涉及到的知识盲点思考题，并在下次授课过程中请部分学生为大家

讲解思路，老师再进行补充；安排围绕激光物理的科学文献调研与总结大作业，并选取优秀的调研总结

报告由学生为大家进行介绍；在课程结束后利用云班课平台设计课程建议的调查问卷，请学生对课程体

验提出自己的意见与优化建议，让学生也参与到课程的长期建设中来。结合调研总结报告与调查问卷，

有针对性地调整课程教学内容安排，将课程内容相关的科学研究前沿引入到教学内容中来，并根据学生

的建议适当调整部分内容的教学模式设计方案，形成课程优化的良性循环。 

3.3.“翻转教学”模式实践效果 

根据设计的激光物理课程“翻转教学”模式运用方案，经过接近两年的课程实践，取得了不错的效

果，部分课程实践内容如下： 
1) 在讲授静止原子双模的模式竞争现象时，想到模式竞争存在两个模式同时共存或一个模式被另一

个模式抑止消失的不同情况，而模式竞争现象的存在究竟是有利于激光器工作，还是不利于激光器工作

呢？于是，给学生们设立了一个答辩题目“论模式竞争对激光器的影响”，学生们自由组队，分别代表

正反两方。经过两个小组课后的调研与讨论，辩论赛在课堂上正式拉开了帷幕。经过两方的几轮辩论，

最终反方胜出。很明显能看出大家在准备辩论的过程中加深了对模式竞争这一现象的理解，同时在学生

陈述己方观点的时候也暴露出了部分的知识误区。辩论结束后，学生们在课后依然在讨论模式竞争的内

容，可以明显看出这样的模式提高了大家学习知识的主动性。 
2) 当讲解部分不是很复杂的推导过程时，请部分学生在黑板上带着大家一起进行了推导，老师则进

行了适时的提醒。这样的方式使学生体验到了老师在黑板上书写板书的感受，同时也暴露出了在即使非

常简单的推导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对推导过程中一些物理近似条件的使用时机与前提的理解。

作为理论课的激光物理，不仅仅需要老师讲授推导思路，更需要学生自己动手去详细完成推导过程，只

有这样才能把所学知识内化为学生自己的东西。 
3) 课程结束后给学生们在云班课平台上发布了所设计的课程建议问卷，大家都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

见，尤其是对理论应用和课题关联方面的建议都是比较共性的，如图 2 所示。针对学生的反馈对激光物

理课程进行改进，对症下药优化课程内容与教学模式安排。在问卷中可以看到部分学生对激光物理课程

内容中包含的大量推导过程比较感兴趣，建议作为课程的特色保留；而另一部分学生则感觉推导部分过

多，建议与学生更感兴趣的部分科学研究前沿应用方面的内容相结合，适当调整权重比例。因此，如何

在课程内容安排中有针对性的根据不同学生的需求进行个性化的方案设计，是激光物理未来重要的改进

方向。 

4. 结束语 

本文针对光学工程理论类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式，以激光物理课程为例，通过剖析激光物理课程教学

模式的特点，结合课程内容从课前、课中、课后三个方面，通过云班课线上平台、小组辩论赛、“小老

师”推导体验、相关科研文献总结与分享等方式有针对性地设计了激光物理的“翻转教学”模式运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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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artial students’ replies to the laser physics course suggestion questionnaire 
图 2. 激光物理课程建议问卷部分学生回复 

 
案。通过课程实践教学，验证了设计的运用方案的可行性，并以部分实践内容为例说明了实施方案的效

果。本“翻转教学”模式运用设计方案也可为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提供实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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