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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翻转课堂作为新兴教学模式，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近几年，国际上的相关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翻

转课堂的有效性，以学生为中心的翻转课堂实施理念得到进一步凸显，并明晰了翻转课堂的未来探索方

向。国际上翻转课堂的探索经验对我国有如下启示：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实施理念，构建本土化的设计

与实践框架，研发安全高效的网络课程平台及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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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teaching mode, flipped classroom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researchers. In recent 
years, relevant researches in worldwide have further confirmed the effectiveness, further hig-
hlighted the student-centered implementation concept, and clarified the future exploration direc-
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The international exploration experience about flipped classroom has 
following implication: strengthen the student-centered implementing conception, build localized 
design and practice frameworks, research and develop safe and high-efficiency onlin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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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s and application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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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教学模式的新兴教学模式，翻转课堂给教学安排带来了独特的多样性[1]，顺应

了线上线下混合学习的教学改革趋向。翻转课堂自产生之日起便引起各国教育界的关注，成为国际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热点。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翻转课堂”为“篇名”进行精确检索，所检索到的相关论文

数量已达到 4.3 万篇。但是，就整体研究趋势而言，自 2018 年之后，研究热度呈下降趋势。本文利用外

文数据库重点检索分析了 2018 年以来有关“翻转课堂”的英文文献，对国际视野下翻转课堂探索的新进

展进行详细解读，以期为我国翻转课堂未来一个阶段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考与启示。 

2. 翻转课堂探索的成效得到进一步证实 

翻转课堂能否获取比传统课堂更好的教学效果，这一问题曾受到很多研究者的质疑，这也是决定翻

转课堂能否得到广泛应用的主要影响因素。近几年，在一些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教学的对比实验中，翻

转课堂的教学效果得到进一步证实。 
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San José State University)教授科密维斯(Komives C)在化学工程专业的班级中实

施翻转课堂，第一年实施翻转课堂后并没有很突出的实际效果，对视频过长和问题过于复杂等弊端进行

更正之后，在第二年这门课程的测验中，学生的平均分数达到了总分的 90%，而之前的平均分数只有总

分的 75%。此外课堂参与度也有显著提升，实施翻转课堂后大约有 50%的学生能够在课堂上主动提出问

题，而之前只有约 10%的学生发问，并且之前总是提出重复的问题[2]。另外，伊朗英语教师穆罕默德

(Mohammadi J)等人的实验也证明了翻转课堂能够带来积极的成效。他们热衷英语教学法的改革，在伊朗

的两所高中展开实验，总共选取了四个班为研究对象，就翻转课堂对伊朗 11 年级英语学习者的英语成绩

和交际意愿的影响进行调查。采用牛津安置测试(Oxford Placement Test)确保实验组(采用翻转课堂)和对照

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在实验前英语水平相当，采用成就后测试(Achievement Posttest)得出最后的实验结

论。最后的测试结果是，实验组的平均分数(M = 34.16, SD = 4.59)明显高于对照组(M = 28.21, SD = 9.73)，
实验结果表明，翻转课堂显著改善了高中生的学习成绩。另外，实验还表明，实施翻转课堂能够显著提

高高中生的交流意愿[3]。为了对当前翻转课堂有效性的研究进行统计综合，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教育系的

范阿尔腾(van Alten D C D)等人进行了包括 114 项研究在内的荟萃分析(Meta-Analysis)。研究表明，与传

统课堂中的学生相比，翻转课堂的学生在评估中获得了明显更高的学习成绩，并且他们对学习环境的满

意度也更高[4]。荟萃分析增加了以往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翻转课堂的有效性得到进一步证实。 
综合来看，翻转课堂对学生产生了积极影响，具体表现为能够提高学生的沟通、决策、自主学习和

批判性思维能力，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而且，翻转课堂的具体设计和实施方式也会对

整体学习效果产生显著影响。同时，翻转课堂的使用需要考虑具体的教学任务，教师不能一味地将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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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应用于所有的教学实践中，应结合具体的教学目标选择合适的教学模式。 

3. 以学生为中心的翻转课堂实施理念得到进一步凸显 

翻转课堂实施的核心理念是以学生为中心，其本质在于对学生的主动学习及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主体

地位的强调。从近些年翻转课堂的国际探索来看，这一核心理念得到进一步凸显，具体表现为在翻转课

堂实施中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愈加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强调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3.1. 在翻转课堂实施中更为注重学生的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是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动力源，不同类型的动机将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态度和最终的

学习效果。因此在教学中，教师需要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来吸引不同动机类型的学生，以此达到在增强

学生内部学习动机的同时促进外部动机内化的目的。翻转课堂为学生提供了更多主动参与学习的机会，

为了保证学生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就需要教师在实施翻转课堂时给予学生适时的指导并激发他们的

内部学习动机。 
在翻转课堂实施中，为了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一些学者开始寻找新的理论指导，其中，自我

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的影响较大。自我决定理论是关注人类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愿的

和自我决定的动机理论，该理论认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的内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需要

满足三个基本心理需要，即能力的需要(the needs for competence)、自主的需要(the needs for autonomy)和
关联的需要(the needs for relatedness) [5]。澳大利亚学者阿贝塞凯拉(Abeysekera L)和道森(Dawson)基于自

我决定理论重新定义翻转课堂，认为翻转课堂创造的学习环境可以满足学生对能力、自主和关联的需求，

从而能够更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6]。可见，自我决定理论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为翻转课堂的探索

提供了理论指导。 
另外，香港大学哲学博士扎伊努丁(Zainuddin Z)前后开展的两项关于翻转课堂的实验，也直接证明了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翻转课堂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他首先开展了一项旨在根据自我决定理论

比较游戏化翻转课堂和非游戏化翻转课堂这两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学习表现的试点研究。该调查表明，游

戏化的翻转课堂环境更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机、提升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7]。这是因为游戏化翻

转课堂实现了通过调动游戏元素来增强学生的动力、自我效能感和更高层次思维的效果，这无疑也满足

了自我决定理论三方面的基本心理需求。随后，扎伊努丁在印度尼西亚的一所大学里展开了关于英语翻

转课堂的实验，调查学生在翻转课堂和传统课堂中的自主动机和学习体验，同时调查了两种模式下实验

结果的差异与自我决定理论的相关性。实验再次证明，学生对能力、自主和关联的需求越是能够得到满

足，其行为背后的动机则越强[8]。因此，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教师应注重帮助学生建立起自我决定

理论指导下的基本心理需求，以提升学习者的内在学习动机。 

3.2. 在翻转课堂实施中愈加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 

以学生为中心的翻转课堂实施理念不仅表现在注重学生的学习动机，还突出表现在对学生学习体验

的关注。良好的学习体验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学习态度的转变，从而提高学习效率、更

好地实现翻转课堂的预期效果。 
翻转课堂包含课前知识习得、课堂知识内化两个主要环节，其中，学生的课前学习体验直接影响着

课上的学习参与度，进而影响最终的学习效果。高质量的学习材料和适宜时长的教学视频能够帮助学生

获得课堂所需的概念知识，能够使学生对课堂学习有整体的把握，这有助于学生收获良好的学习体验，

从而促进学生在课堂环节的学习。课前学习材料应根据教学任务的性质进行设计，为让学生更好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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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化，材料内容应该简洁明了、组织结构良好、与课堂主题紧密相关。在课前教学视频的时长方面，

考虑到学生的认知负荷和心理负荷等因素，大约 20~30 分钟的高质量视频通常被认为能够起到课前学习

的最佳效果[9]。因此要合理把握课前教学材料的内容、结构、用时等各方面因素，实现课前学习效果最

优化。 
澳大利亚教育技术专家阿维迪(Awidi I T)和佩恩特(Paynter M)指出，翻转课堂所强调的是在“体验学

习”中进行“知识建构”，即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学习，培养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应用或迁移到其他情境中

的能力，并获得对知识的更深层次的理解[10]。这就强调了翻转课堂的体验式学习概念，从体验式学习的

角度来看，翻转课堂能够促使学生主动建构知识，增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体验感，提升学生对学习体

验的满意度。他们在一项关于翻转课堂学习体验的满意度调查中发现，有 60%的学生认为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能够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而且参与调查的绝大多数学生赞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引入的策略，如

网上测验、预先录制好的讲座视频、在线实验报告和小组任务等[10]。也就是说，教师在课前环节除了让

学生能够顺利地获得所需的材料和视频之外，更要通过提高材料和视频的质量来激发学生参与和协作的

积极性，并给予学生及时的反馈和评估，以帮助学生通过课前学习初步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获得良

好的学习体验。 

3.3. 在翻转课堂实施中更加强调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翻转课堂为学生提供了预先学习基本概念的机会，学生因此可以获得一定的学习自主权，通过课前

学习阶段对于课堂内容有了一定的把握之后，便会提升参与课堂的自信。由此可见，翻转课堂自身具有

促进学生参与的条件优势，而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在实践中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以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学生参与一般从认知、行为、情感三个维度来定义，学生的参与度具体表现为学生对学习活动的认

知、行为、情感的投入程度。挪威教育博士斯蒂恩–乌特海姆(Steen-Utheim)等人首次根据这三个维度来

调查翻转课堂中学生的学习参与度，通过调查发现，翻转课堂能够在心理–社会维度(psycho-social di-
mensions)上影响学生参与，而且学生在翻转课堂中所体验到的责任感、安全感和认同感更具教育价值，

这些情感的获得与学习过程中的群体参与有关[11]。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课堂任务更需要团队小组合作

来完成，这就使得每个学生在翻转课堂上都很“显眼”，在小组合作中担任不可或缺的角色、承担一定

的责任，这有利于促进学生形成社会团体意识并且在团队学习中进行知识的建构、技能的形成和情感的

获得，能够在情感态度方面对学习者发生深刻影响的课堂对他们的学习、成长以及成就的获得更有意义。 
在对翻转课堂的满意度调查中，许多学生对翻转课堂持有积极的态度，但也有部分学生不适应甚至

厌恶这种教学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传统的课堂以教师讲授为主，只要求小部分学生回答问题，

相对而言，翻转课堂要求更多学生的参与，习惯了被动听课的学生会对此感到不适应，不能积极参与到

翻转课堂的教学活动中。美国教育家孔波(Compeau P)提出，“点对点互动”(peer-to-peer interactions)即
同龄伙伴之间的交流互动，是确保学生能够更广泛地参与课堂的一种有效方法，这种方法要求将学生在

课堂中的参与程度与最后的评价等级相联系[12]。这是因为学生期望能够在同龄人面前表现出色，而且同

龄人之间的互动与反应对学生的影响更深刻。因此在翻转课堂的设计与实施中，应该注重组建合理规模

的学习小组，营造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互动学习氛围，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4. 翻转课堂的未来探索方向得到进一步明晰 

把握翻转课堂的未来探索方向，有利于明确翻转课堂亟须解决的实际问题，对更好地推进翻转课堂

的实践落实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梳理国际上近几年的翻转课堂实践和经验，总结出以下翻转课堂的未来

探索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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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深入探究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学生的主动学习 

以学生为中心、发挥学生的自主性是国内外都在倡导的教育理念，尤其是在高年级的教学实践中，

这一理念更为凸显。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能力的提升，学生的自主能动性也因得到来自多方

面的培养而随之增强，因此较高年级的学生更加需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这意味着教师要最大限

度地调动学生的自主能动性，为学生提供更多主动学习的机会，在此条件下学生将会获得更多的学习自

主权。 
主动学习是学生能够深入理解知识并主动建构知识的活动[13]，主动学习与学习环境、学习方式、学

习内容的难易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翻转课堂是在课堂内外实现主动学习的有效策略[14]。近几年，学界

对主动学习与翻转课堂之间的关系给予了更多关注，并试图摸索出具体的策略以提升翻转课堂实施中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英国教学研究员奥拉尼伊(Olaniyi N E E)博士认为主动学习是在翻转课堂中促进学生深

入学习的关键，他试图提供一种适用于多种课堂主题的可行路径帮助学生理解“门槛概念”以促进他们

的主动学习[15]。这里提到的“门槛概念”可以看作是促进学生理解一门学科的关键性概念类知识，关系

着学生对这门学科的后续学习，影响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伊斯梅尔(Ismail S S)和阿杜拉(Abdulla S A)引入

虚拟翻转课堂(Virtual Flipped Classroom)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进而提升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虚拟翻转

课堂允许学生在家中观看视频后进行互动活动，并以类似于真实教室环境的方式在虚拟同步教室中应用

知识，目的是确定上课所需的先决知识，以进一步提升课堂效率[14]。可见，国内外学者已不满足于仅仅

通过实证研究来证明翻转课堂能够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更倾向于采用具体的策略和方法以探索出在翻

转课堂实施中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现实路径。 

4.2. 致力于构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可靠框架 

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框架，那么对翻转课堂的探索往往是与特定情境相关的，这对于如何开展一般

情境下的翻转课堂学习活动难以提供足够的支撑。 
国内学者针对翻转课堂提出的“模块设计”和“程序性设计策略”，便是试图建立起支持一般情境

下的翻转课堂教学活动的“脚手架”。具体来说，“模块设计”包含课前模块设计和课上模块设计，从

一开始的选择录制内容一直到最后的成果展示与评价，每一环节都有具体的原则和建议，试图提出一种

成熟的模块设计流程[16]。而“程序性设计策略”是指基于教学原理，规划出翻转课堂的具体环节，研制

出“程序性”设计策略，针对翻转课堂实施的各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破解问题的“操作性”设计

策略，以最终建构起层次性的设计策略体系[17]。此外，还有研究试图为翻转课堂建立起了基于教育技术

六大支柱的教学框架，使得教师在设计和实施翻转课堂时有所支撑，可以在框架内为不同类型的教学任

务设计适当的翻转课堂教学活动。教育技术六大支柱模型由斯帕特克(Spector)提出，具体包括沟通

(Communication)、互动(Interaction)、环境(Environment)、文化(Culture)、指导(Instruction)和学习(Learning)
这六大支柱。香港大学的钟宽罗(Chung Kwan Lo)将翻转课堂具体实施方法纳入斯帕特克的教育技术六大

支柱框架，把每一个支柱作为分析翻转课堂具体教学方法的重要维度，并归纳总结出在六大支柱下的具

体建议[18]。目前对于这一框架的讨论还处于初级阶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增强设计框架的可靠性。但

这也是为建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教学框架的尝试与努力，并且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和理论指导。 

4.3. 重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网络课程平台建设 

近几年，建设安全的网络课程平台以确保课堂教学效果愈发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例如，香港工

程师刘康妮(Lo C K)试图构建专门针对开展翻转课堂的整体电子平台，这种平台能够使不同学科的教师快

速有效地采用新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够应对学习中的各类挑战，平台的构建侧重于翻转课堂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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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元素，鼓励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和教师同行之间的互动。更为重要的是，该系统可以收集到每个

学生参与翻转课堂的所有相关信息，因此教师可以通过收集到的信息来判断学生是否参与到翻转课堂的

课前学习以及分析学生自主学习的程度如何[19]。可见，互联网的发展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网络课程

平台建设提供了技术基础，使平台功能的针对性拓展与开发成为可能。 
综合已有研究来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网络课程平台建设大多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信

息防御系统，用于翻转课堂课前学习软件的开发要有良好的信息筛查和有效的防御机制，使得有碍于学

生学习的各种无关信息被有效遏制，避免学生的接触。其次是适时测验系统，学生在课前学习新材料的

过程中，应被适时地测验，检测对于学习材料的学习程度，这也对学生起到警醒作用、对教师起到反馈

作用，这就需要学习软件的开发考虑到基于学习材料的适时检测机制。最后是互动交流系统，在翻转课

堂的课前学习过程中，虽然主要是学生借助课前学习视频等学习材料的自主学习，但这一过程不一定是

完全独立的，学习软件的开发如果能搭建起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机制，那么学生可以对自己

的所学内容或疑难问题进行自主交流，学习的质量也就能得到有效保证。 

5. 对我国翻转课堂探索的启示 

5.1. 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翻转课堂实施理念 

当前我国翻转课堂探索中存在对“以学生为中心”的实施理念贯彻落实不力的现象，在翻转课堂的

教学实践中往往过于追求形式上的翻转，忽视教学视频的质量，忽视学生的实际需求以及学习体验。为

此，要重新审视翻转课堂的实施过程，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翻转课堂实施理念。一方面，必须重视学生

自己的关键内容[20]，也就是教会学生把握住自己的学习主线，带着目标、问题或者一个中心主题进入课

堂，而不是一味被动地跟随教师，既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又为其终身学习创造条件。另一方面，

重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来自教师的“学习支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并不是要求学生完成既定

的任务，而是基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给予学生有效的指导，让学生在整个教学活动中深入地探索和

理解知识、发展能力，帮助学生获得更好的学习体验。此外，为了在翻转课堂的实施中突出学生的主体

地位，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实施理念，还应从增强学习者的内在动机、提升学习者的参与度及学习自主

性等方面入手，重点关注学生在翻转课堂中的整体学习体验，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和谐的发

展。在完成翻转课堂的整体设计或者做出进一步的调整之后，在实施之前应该做相应的试点调查，搜集

分析学生对这一模式的学习体验情况和整体满意度，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应用到模式的调整与改进中，以

此形成良性循环，使得翻转课堂的探索不断得以完善。 

5.2. 构建本土化的翻转课堂设计与实践框架 

近些年，虽然我国多地都有学校进行翻转课堂的探索，但仍未有效地进行大规模的开展，实际展开

的翻转课堂教学活动质量也参差不齐，在探索过程中形式化和程序化问题突出。究其原因是翻转课堂作

为从国外引入的教学模式，实施过程中的本土化问题未得到相应的重视。因而，需要立足国内具体地区

和具体学校的实际，构建本土化的翻转课堂设计与实践框架，为教师展开翻转课堂教学活动提供有效指

导。根据国际上相关探索的经验，框架的确立需要参照一定的理论基础，比如维果茨基理论、自我决定

理论、认知负荷理论等[18]。我国在构建本土化的翻转课堂设计与实践框架时，一方面要重视理论建构工

作，借鉴国际上参照的理论基础，同时还要将最新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引入

翻转课堂的理论研究中来，比如具身认知理论、承认理论等，只有基于坚实而全面的理论基础，才能注

意到以往研究被忽视的方面，从而确保框架的坚实可靠性。另一方面，要基于一定的理论对已经展开的

翻转课堂实践进行分析，总结可取的经验，并结合相关理论构建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本土化的翻转课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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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与实践框架。框架的建立只有真正实现本土化，才能克服实施中的形式化和程序化等问题，翻转课堂

在我国的发展才会迸发生机与活力。 

5.3. 研发安全高效的翻转课堂网络课程平台及应用软件 

在“互联网 + 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已是大势所趋，翻转课堂的设计与

实施更是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支持，同时，现代教育技术的创新性运用将会丰富翻转课堂的具体教学形

式。例如，在网络课程平台中建立起自我评价机制和同伴间的反馈与评估机制将会大大提高翻转课堂的

实施效率。在我国的翻转课堂探索中，应该注重研发安全高效的翻转课堂网络课程平台及相关的应用软

件，以确保翻转课堂设计与实施的基本技术支持。在研发过程中，首先要确保相关网络平台及软件的安

全性，确保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能够不受网络上各种不当或者负面信息的侵害；其次要有强大的适应性

和灵活性，能够兼容不同学科、不同类型的教学材料，展开不同的教学活动；最后要在网络课程平台内

部构建起监督、反馈和调节机制，使各个教学环节有效衔接，高效的教学活动有赖于网络平台和应用软

件的高效运行。此外，应拓宽教师与网络课程平台建设者、软件开发者的沟通渠道，一方面教育技术人

员可以了解教师在展开教学活动中的实际需求和接收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及时反馈，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得

到教育技术人员的相关互联网知识普及和网络技能培训，使教师不断更新自己的技术理念，提升对网络

课程平台及应用软件的实际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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