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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 po-
pulariz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becomes feasib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can 
not only change the teaching structure, but also the rol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he con-
struction process of knowledge learning. Combined with the teaching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elf-study before class and 
the intensive guidance in the classroom, which can realize the transfer of the “main position” of 
learning, and enable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physical knowledge independently in a more relaxed 
and free environment, and then discusses the value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flipped class-
room in the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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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使翻转课堂的普及变得切实可行。翻转课堂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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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以改变教学结构，也可以改变师生的角色和知识学习的建构过程。本文结合初中物理翻转课堂的

教学实践与经验，重点突出物理教学中的课前自主学习与课堂上的强化辅导，实现了学习“主阵地”的

转移，使得学生可以在更加轻松自由的环境中自主地探求物理知识，进而，对翻转课堂在教学改革中的

价值与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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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又称反转课堂、颠倒课堂，是一种通过网络的学习手段，让学生课下以

视频等媒介形式进行自主自学，而将课堂讲解时间由实验和课内讨论等活动代替，从而达到充分利用课

堂教学，完成疑难解答或创新引导教学目标的方法[1]。翻转课堂起源于美国科罗拉多州落基山的“林地

公园”高中。2011 年，萨尔曼·可汗在 TED 大会上的演讲报告《用视频重新创造教育》，让翻转课堂成

了教育界的热门话题，而且其创立的教育性非营利组织——可汗学院利用电脑制作出了大量的教学视频

供学习者在线学习。2012 年，翻转学习联盟(Flipped Learning Network, FLN)成立，助力这种学习模式大

规模实施以提升教学质量[2]。国内翻转课堂的实践始于 2011 年重庆市江津聚奎中学的教学实验[3]。近

两三年，国内有近千所学校爆发式地进行了翻转课堂实验，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4]。 
在初中的教学中，很多学生认为物理是最难的一门课程，且大部分学生认为在物理课程学习中的主

要问题是上课方式过于古板、缺乏物理思维且趣味性不强。本文结合初中物理教学中翻转课堂的实践与

经验，对翻转课堂在初中物理教学模式改革中的价值与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与反思。 

2. 翻转课堂在初中物理中的实践 

在初中物理的翻转课堂实践中，我们通过在线视频的方式，将预习阶段的学习进行了强化，使学生

可以更好地开展自学，以便于课堂学习更有针对性，让个性化的学习得以实施。 

2.1. 分析教学任务，整理适用于翻转课堂的教学内容 

翻转课堂强调目标定位和反馈矫正。不同类型知识的习得、保持、提取或应用过程虽有某些共同特

征，但也存在不同特征，因此要使翻转课堂发挥优势，就不能不分析教学目标的知识类型以准确定位[5]。
如此一来，基于知识分类的教学任务分析变得非常重要，而这正是大多数一线教师的薄弱之处。在初中

物理的教学中，教师应该对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有清晰的认识。在物理实验操作步骤属于程序性知

识，一线教师大多在此部分进行翻转，以减少课堂上的误操作而浪费时间；典型题的解题过程虽然包含

陈述性知识和智慧技能，但也可以用微视频的形式，让学生反复观看或自学；物理理论阐释和应用主要

属于程序性知识，这种知识则需要在教师营造的互动情景中进行反复操练、纠错、改善直至创造性地运

用，这个环节基本需要在课堂上进行。 
另外，课前的预习效果是课中教学效果的重要基础。课前预习资源的预备非常重要，所以很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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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精力集中于课前微视频的制作。实际上，课上的环节也很重要，教师扎实的基本功仍然是高效课堂的

重要保障。 

2.2. 根据学习记录，实现分层管理和实时解疑 

翻转课堂包括视频学习、理解评测、课堂学习和课后巩固等四个学习阶段。在初中物理翻转课堂的

实施过程中，教师要密切关注学生的视频学习和自我评测记录，及时发现学生自学过程中的问题。主要

包括如下内容：首先，从视频学习过程数据，获取学生学习卡住的位置和学习效率，结合在线平台的评

测记录，发现视频中不易理解的地方，实现监督和实时解疑；其次，利用跟踪数据并结合学生课前疑问，

对学生进行能力分级，教师设计课堂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规划课堂讨论方向和时间，让不同层次学生

都有机会思考问题；然后，利用课堂学习的反映和课后巩固练习的评估数据，建立跟踪评价方法，让学

习过程表现得更为具体，体现出学生的努力和进步，让学生体验成就感；最后，针对学生课后存在的问

题，安排补充内容和个体辅导。 

2.3. 基于知识建构理念，实施个性化课堂教学方法改进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
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6]，因此，初中物理教学方法改进应当注

重当前物理教学背景下学生已有的知识构成，针对其个性予以弥补和提升，促使学生知识内化。 
在具体实施上，一方面，初中物理教师需要提升信息化能力，设计学习环境、资源，优化时间分配

和教学案例，提供翻转课堂的个性化教学模式，以满足学生课上、课下学习的需求，并根据学生个性针

对性地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促使甚至要求学生必须提出问题，促使学生拓展思路，

容易形成头脑风暴，并与现实紧密结合[7]。另外，要鼓励学生充分进入课堂评价，提升教师对学生的关

注。 

2.4. 增加预习资源的互动性，重视教学反馈的即时性 

翻转课堂的效果与质量是通过预习时间最大化和课堂时间的高效化来共同保障的[8]。但是，在中小

学学生减负的约束条件下，预习时间的最大化是有限制的。这就要求预习用的物理微视频富有趣味性和

知识性。而且，预习资源要强调互动性。譬如，开发互动性的虚拟实验引导学生在一段时间内完整地探

究一个课题[9]。另外，可以借鉴娱乐界广泛应用的“微弹幕”系统，有效引导学生在预习或课堂上的随

时发表评论和讨论。当然这些技术手段的实施对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和教学组织能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课堂时间的高效化不仅取决于课堂活动的组织，还取决于及时的反馈和分析。及时的反馈可以让教

师比较全面地了解学生的课前预习情况和课中知识内化情况，进而提供个别化帮助。目前国内教师在实

施翻转课堂时，较多的精力集中于微视频的制作上，却忽视了即时反馈和评价系统的应用。 

3. 初中物理翻转课堂的反思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指出：“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要以教育理念创新为先导，

以优质教育资源和信息化学习环境建设为基础，以学习方式和教育模式创新为核心。”应当说，翻转课

堂运用信息技术手段，突出了课前的自主学习与课堂上的强化辅导，让学生在轻松自由的环境中自主地

探求知识，是适应当前教育信息化要求的一种创新教育模式[10]，但是，我们也不能把翻转课堂与传统教

学模式相对立，它不是取代传统教学，而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和创新尝试。 
1) 翻转课堂属于教学模式微创新 
在教学流程上，翻转课堂打破了传统的“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活动安排，但“先学后教”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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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并非新事物，而且从技术载体上看，微视频也不是创新性事物，因此，无论从教学操作流程还是技术

载体上看，翻转课堂仅属于微创新[11]。 
2) 翻转课堂的实施需要量力而行 
翻转课堂的在线微视频是“先学”与“先教”的合体，不仅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信息技术素养，还

需要学生具备相应的设备才能实现。从最优化原则出发，微视频式的翻转课堂则需要评量其成本付出是

否值得。 
3) 过分强调翻转课堂有失理性 
翻转课堂的假设是学校的教学时间安排无法让学生满足既定教学目标的需求，需要利用课余时间进

行预习，然后在课堂上进行练习。这样的假设势必导致师生都要加班加点。其模式取向表面上是以生为

本，以学为本，实则以完成教学目标至上，与其提倡的“人性关怀”是相悖的。 

4. 总结 

通过将翻转课堂引入到初中物理的教学实践中，可以发现翻转课堂可以借助新的技术载体扩展学习

时空，强调学习的个性化和知识内化的交互性，强化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从而将接受式学习和建构

式学习的优点有机整合。简而言之，翻转课堂有助于构建新型的师生角色与关系，有助于教学时间的重

新分配和学习过程的重新构建，有助于增加家长在学习过程的参与度，有助于加强师生信息素养的培养。

然而，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在中国的实践应用，如果我们认知停留在流程翻转、微视频制作的层

面上，忽视翻转课堂背后隐藏的教育理念，则容易出现师生关系失位、适用对象错位、知识难度越位等

局限性，以至于弱化了翻转课堂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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