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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翻转课堂是现代信息社会下产生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它颠覆了传统的课堂教学，对高校教学方法的改

革具有重要意义。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改变了传统的英语学习模式，使得学生能够充分发挥学习的主动性，

最终能够提高大学英语的教学效果。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心理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会在英语课堂上

产生一系列的心理效应。本文试图分析中国大学生在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产生的心理效应，包括角

色效应、情感效应以及认知效应，并阐述由这些积极心理效应带来的翻转学习行为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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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lipped classroom is a new teaching mode arising from the modern information society, which 
overturns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form of teaching 
method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flipped classroom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English 
learning mode, enabling student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ultimately im-
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 of college English. In this process,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hanges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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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 accordingly, which can produce a series of psychological effects in the English classroo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including role effects, affective effects and 
cognitive effects,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flipped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and to explain the effectiveness of flipped learning behaviors brought about by thes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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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翻转课堂作为一种以计算机技术为依托的新型混合教学模式，改变了传

统的大学英语教学，形成了“先学后教”的教学过程，并在许多高校得到应用。翻转课堂颠覆了传统教

学知识转移和知识内化的顺序，提高了学生的自主性。这种个性化的教学模式有助于激发和保持大学生

学习英语的热情，促使学生客观地再现语言和文化知识的生成、发展和应用过程，符合语言习得的一般

规律(Farrell, 2011)。 
翻转课堂模式与中国大学英语教学的结合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

现，如翻转课堂中学习者的接受度研究(张晴，陈真真，2021)、翻转课堂教学环境评价(罗莎，2018)、大

学英语翻转课堂本土化研究(娄伟红，陈明瑶，2017)等，但是很少有关于大学生在翻转课堂模式下所产生

的种种心理效应的研究。事实上，这种新型教学模式的最终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接受度、认

可度和适应性。并且只有打破传统英语学习行为模式的刻板印象，激活和利用新模式的积极效应或心理

效应中的某些积极因素，才能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引导和规范学生的学习行为，发挥翻转课堂的

作用和价值。因此，本文拟从学习认同、动机重塑和知识建构这三个学生心理变化的主要方面入手，探

讨由此产生的角色效应、情感效应和认知效应对于英语课堂翻转教学质量和效率的影响。 

2. 学习认同的角色效应 

在大学英语翻转课堂中，传统的课堂实现了真正的翻转，学生成为了课堂的主人。学生可以通过网

络、慕课、微课等多种开放渠道获取不同的信息，通过现代媒体共享优质的教学资源，最终释放自身学

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同时，翻转课堂将课堂知识的吸收转移到了课前学生的自主学习，而课后的练习

巩固则转移到了课堂上。这样，学生获得了最大的学习自由，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学习新知、查漏补缺、

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不再受到学习内容的限制。学生不但掌握了知识，同时也提高了自主学习的

能力。由此可见，翻转课堂为学生自主学习语言知识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学生对其新角色的理解、

适应和认同会引起翻转课堂中心理和行为的变化，从而产生不同的角色效应(Latour, 2017)。 

2.1. 自我选择效应 

学生的主体认同可以激发和增强语言学习的自我选择效应，同时可以避免传统英语课堂上的责任分散。

自我选择效应，即一个人一旦选择了某一道路，就存在向这条路走下去的惯性，并且不断自我强化(陈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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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是教师主导的单向灌输模式，严重制约着教育的内容、表达和互动方式(罗
莎，2018)。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只能充当被动的接受者，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也限制了他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机会。这样，学生不能作为英语学习的主体，他们将缺乏主动学习或

参与课堂任务的责任感，这种心理会在自我选择效应下不断强化，并最终造成英语教学的全面失败。 
然而，翻转式教学法的角色定位、教学安排和各种语言实践从不同方面唤醒了学习者的主体意识，

让他们从教学的旁观者成为课堂的参与者，语言学习的责任已经从老师转移到学生身上。学生在课前通

过微课、慕课等自主预习，并将他们个人的语言学习准备带入课堂，在课堂上展示。各种以学生为主体

的教学活动使得他们总是有语言实践的机会，而学生综合能力在每一个翻转过程中的应用和提高都可以

进一步强化他们的学习意愿，帮助他们实现更高层次的自主学习。因此，作为翻转课堂中的个性化个体，

学生选择积极主动地参与大学英语学习，与此同时，他们的责任意识也不断得到增强，并在班级中形成

积极良好的学习氛围。最终，学生的自我选择效应得到不断强化，从而形成良性的学习循环。 

2.2. 鲶鱼效应 

学生的主体身份会增强学生在英语课堂上的鲶鱼效应。鲶鱼效应给我们的启示是：① 在适度的压力

中才能更好地发挥能力；② 要充分利用好班级中的“鲶鱼”，这样才能让课堂教学更加积极有效(陈德

华，2009)。当学生开始接触和学习英语时，由于自我意识、语言困难、文化差异等因素，他们经常遭受

“语言焦虑”(Pemberton & Pierson, 2007)。语言焦虑下的学生通常会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如紧张、焦

虑和恐惧等，这样，他们在课堂上被提问时就不敢展示自己的英语学习水平，甚至还会因为课堂表现不

好而对英语学习产生抵触情绪。 
而大学英语翻转课堂重视学生的心理需求，它充分利用了语言学习中有利的鲶鱼效应，从而引导学

生敢于表达、敢于展示自己的英语学习。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及资源进行课前预习，

因为课前准备充分，学生们在课堂上就能够更加自信。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学生愿意充当班级中的“鲶

鱼”，协助老师共同调动课堂氛围。积极良好的课堂氛围又反过来调动了班级的每个人，学生们在同班

同学优异的表现下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会促使他们积极投入课堂以获取更多知识。通过这种

方式，学生克服了自身的语言焦虑，增强了学习英语的信心。当面对语言练习或即兴问答时，学生不再

恐惧，而是能够从容面对，冷静作答。在这种积极的学习心理下，学生能始终保持稳定的心理状态，参

与和解决各种英语学习问题，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动机重塑的情感效应 

动机被认为是促进第二语言学习和外语学习的主要因素之一(Kazuyo, 2006)。语言学习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学习者很容易因为短期内看不到回报就半途而废，而学习动机可以不断地为学习者提供动力，让

学习者能够坚持下去，并最终达到学习目的。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主要依靠教师的教学，学生只是

被动地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并没有真正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因此学生并没有形成积极向上的学习动机，

也就无法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而翻转课堂学习环境则可以激励学生学习，并且重塑学生的学习动机。

这是指学生重新确立语言学习目标，调动内部资源，制定学习策略来应对动机衰竭，大学生在其中自我

调整，重建自信(谢桂梅，2015)。翻转课堂充分利用各种新型学习资源，学生积极参与其中，班级气氛轻

松愉快，学生重新获得了学习语言的动机，从而获得了良好的情感效应，这是翻转课堂成功的关键因素。 

3.1. 皮格马利翁效应 

大学生学习动机重塑后，皮格马利翁效应将更加明显和有效。皮格马利翁效应，又称罗森塔尔效应，

指的是教师对学生的殷切希望能戏剧性地收到预期效果的现象(陈德华，2009)。传统的大学英语课堂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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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老师的个人“独白”，老师缺乏对学生的交流和了解，也就无法对学生产生合理的预期，皮格马利

翁效应就无从谈起。 
大学英语翻转课堂的教学理念和课堂设计则可以产生以学生为中心的皮格马利翁效应。一方面，学

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使得老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更加了解，老师也就能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和能力，通

过指导、肯定、评价、鼓励等行为传达对不同学生的期望，并给予学生尽可能多的情感支持，增加他们

练习和使用英语的信心；另一方面，学生对翻转课堂下的大学英语教学充满了好奇和期待，包括语言学

习形式和内容、交际情景和表现、老师对学生学习的综合评价等。教师和学生的期望最终一起转化为学

生对于自我学习的期望，这不仅是大学英语学习的动力来源，也表明了学生对翻转课堂的内在接受。当

学生感受到学习的进步和老师的帮助鼓励时，他们可以激发学习英语的内在潜力，并最终达到教师预期

的效果。 

3.2. 链状效应 

大学生的动机重塑有助于提高翻转课堂中的链状效应，它是指生生、师生在课堂上的相互影响以及

课堂环境对学生的影响(陈德华，2009)。这是由生生、师生之间的相互接纳和愉快感受以及良好愉悦的课

堂氛围所产生的心理效应，能使学生英语学习更加有效。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使得生生、师生之间缺乏

互动、缺乏情感交流，不利于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而翻转模式改变了教师和学生对大学英语学习的态

度，不仅重塑了学生的语言学习动机，也恢复了教师进行创造性教学的动力。 
一个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同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教师对学生的影响

(陈德华，2009)。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良好的自主学习氛围和课堂氛围使得学生之间产生积极

的相互影响，同学之间互帮互助、良性竞争，能够有效促进大学英语教学效果。另一方面，翻转课堂上

的大学英语教师不再是绝对的权威，但他们仍然要不断通过创新来组织教学活动，吸引和保持学生对英

语课的兴趣，以此对学生的英语学习产生积极影响。学生和老师的共同努力能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在这种良好的课堂环境中，学生能够重新认识大学英语学习的目的、内容和方法，并感受到老师的关心、

信任和支持，这样，翻转课堂的接受度、合作度和受益度就会更高。这样反复的生生、师生相互支持、

交流、影响，使得学生、教师与课堂之间形成一种链状传导，就能够充分发挥课堂上的链状效应。 

4. 知识建构的认知效应 

知识建构是学习者主动获取、提炼和创新知识的内部积极心理过程，是一种旨在发展学习共同体中

公共知识的深层建构(Jane, 1999)。翻转课堂使学习者成为积极参与语言互动的知识建构者，这里的知识

建构主要是指学生在翻转学习的共同体中相互合作，共同完成任务，这就要求他们调整自身语言习得的

经验结构，在积极良好的学习氛围中获得相关的知识。翻转模式强调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分享、协

商、反思和相互评价，学生可以逐渐发展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甚至通过翻转形成新的英语认知。 

4.1. 自我参照效应 

翻转课堂中的知识建构首先增强了自我参照效应。自我参照效应是指记忆材料与自我相联系时的记

忆效果优于其它编码条件的现象(陈德华，2009)。传统大学英语课堂过度重视教师的单方面输出，往往造

成教师支配整个课堂教学时间而学生无法参与的现象，这样，学生只能囫囵吞枣地接受知识，这些知识

在课后大概率会被遗忘，这会使得教学质量难以提升。而翻转课堂满足了大数据时代学生自主建构和合

作学习的现实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信息载体提高了学生理解、分析甚至创造知识的能力。同时，学

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明显提高，就能将课堂知识与自身课堂表现联系在一起，使课堂知识更加易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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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获取，这有助于学生在真实自然的状态下反复理解和加工语言信息，最终使语言知识和能力储存在长

期记忆中，形成更稳定的知识结构。因此，学生的记忆效果得到明显提高，教学质量得以显著提升。 

4.2. 反馈效应 

知识建构在大学英语翻转课堂中也带来了反馈效应，其作用是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反馈效应是指

如果学习者能够了解自己的真实学习结果，就会对其学习起到强化作用，进而促进学习者提高学习效率

(陈德华，2009)。传统英语课堂中的反馈手段较为单一，往往通过教师批改学生作业或试卷的方式体现。

这种仅有教师一方提出的反馈难以使学生真正了解自己的学习效果，也就很难对学生的学习起到再强化

作用。 
翻转课堂实际上为学生英语学习提供了更多的反馈条件。首先，传统的教师批改模式更加多样化，

学习通、雨课堂等学习软件的使用大大增强了教师批改的便利性和及时性。其次，学生作为大学英语课

堂的学习主体，同样参与到课堂学习反馈中来，生生互评、小组互评、班级互评等多样化反馈方式让学

生对自身英语学习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第三，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参与能够获得教师的及时反馈，这

对于增强学生学习积极性，进而提高学习效率有极大帮助。这种良好的反馈效应将会促使学生更积极地

运用各种资源进行学习，从而不断强化自主学习的理念，让大学英语课堂真正翻转起来。 

5. 结论 

在大学英语翻转课堂中，语言学习慢慢变成一种愉快、主动、实用的知识转化过程，大学生逐渐认

同自身英语学习的主体地位，并采取符合角色规范的自主学习行为。大学英语翻转模式下存在各种积极

的角色效应、情感效应和认知效应：学生的主体地位不断得到强化，学生的兴趣得以恢复，动机也得以

重塑，这从情感上为大学英语学习的持续高效提供了稳定而有力的支持，而知识建构带来的认知方式的

变化也强化了学生的语言认知能力。大学英语翻转教学模式给学生带来了多种积极心理效应，对该问题

的研究有助于教师合理掌握学生心理变化，更好地进行大学英语教学；同时有助于学生树立积极健康的

学习心态，更好地完成英语学习任务，以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最终满足学校和整个社会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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