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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erve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instant messaging 
tool WeChat in the pre-class preview and after class review, this paper designs a WeChat mini 
program, which is used in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practice. The runn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gram improves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students, facilitates the management of teachers, 
and further expands the hardware facilities and scope of space use of flipped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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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服务于翻转课堂的教学，充分发挥即时通讯工具微信在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环节的作用，本文设计

了一款微信小程序，并用于翻转课堂的教学实践。运行的结果表明，该小程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方便了任课教师的管理，从而扩充了翻转课堂的硬件设施和空间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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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起源于美国，2010 年左右传入中国。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翻转课堂得到了快

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翻转课堂的大家庭中来。对于翻转课堂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宏

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前者是探讨翻转课堂的学习范式、运行模式和可行性问题的理论研究，而后者是研

发与翻转课堂相配套的系统或实践平台。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翻转课堂没有时空限制，学生能够根据

自己的学习进度自行安排学习时间和选择学习地点，做到随时随地获取新知识。该模式不仅仅关注教师

如何教书，更强调学生如何学习，推崇个性化教育[1]。但是，教师角色比重下降、过于依赖学生的主动

性等问题也随之而来[2]。不过利大于弊，在这种新的教学模式下，课堂气氛变得活跃、学生学习积极性

提高、内容更加丰富生动，翻转课堂之势不可逆转[3]。 
我国翻转课堂的发展落后于国外，但进步很快，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尤其在开发学习工具、拓展

学习内容和研究应用程序上，都有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潘炳超针对三个教学班使用不同的教学模式来

比较学习效果，进而分析在高校中实施翻转课堂需要什么样的硬性条件[4]。范文翔等人对如何发挥出移

动平台支持的翻转课堂最大优势进行了研究，他们提出了 7 点建议[5]。缪静敏等人从大学教师的视角出

发，研究了翻转课堂在高校的实践情况，他们发现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和提高学生自学能力是教学的重

点，会有更多的教师考虑使用该教学模式[6]。隆茜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于信息素养教育类课程中，

发现有超过 90%的学生愿意继续使用翻转课堂来学习，而只有 70%的学生愿意用传统课堂[7]。David 等

人努力为自控力不强的学生找到如何享受翻转课堂模式带来的高效率，他们发现，在自学资料中加入要

自控的提示效果会更好[8]。 
虽然目前对翻转课堂的研究成果很多，但笔者并没有发现利用微信小程序进行翻转课堂实践的案例。

在人手一部手机，人人都用微信的时代背景下，将微信融入到翻转课堂的教学中，无疑是一个有意义、

有前景的尝试。本文运用简单的开发工具进行程序设计和软件开发，并对软件的功能不断细化和升级，

通过对微信小程序的运用，达到学生学习便利，教师监督便捷的目的。实践表明，该小程序的设计实现，

能够让学生充分利用课前时间来预习，找到学习的重点和难点，进而在课堂上与老师和同学讨论，在课

后做作业、归纳整理和复习，从而使得学习热情高涨，学习效率大大提高，取得了翻转课堂的预期效果。 

2. 相关技术与背景 

2.1. 相关技术 

HTML 语言常用于 WEB 页面的设计，该语言开发简单、功能强大，拥有简单性、可扩展性、跨平

台性和通用性等特点。HTML 语言的标签作用非常多，能够用来标记网页的内容，并且能够被浏览器解

析，可以将最终得出的结果返回显示在浏览器的窗口上。 
CSS 层叠样式表一般用在 HTML 标签上，其作用是进行网页的效果美化，让页面的效果更加丰富，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0.8406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琦 等 
 

 

DOI: 10.12677/ces.2020.84068 425 创新教育研究 
 

方便 HTML 的开发。CSS 通过 ID 选择器、类选择器、伪类选择器、伪元素选择器和标签选择器来对标

签进行相应的修饰，让 HTML 的内容和样式得以分开。 
JavaScript 可以为 HTML 编程提供动态方案，让页面更加丰富，为用户提供动态的效果。JavaScript

能够进行数据验证和响应，是一种动态的、跨平台的弱语言类型。 
Eclipse 是当前较为流行的开发环境，拥有开发软件过程中软件生命周期所需的工具，可对代码和文

本模块进行直接生成，加强了可视功效和 Web 应用程序部署的进程。 

2.2. 微信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简称为小程序)，是无需下载安装就能使用的应用程序，它真正实现了用户只需扫一下或

者通过搜索就可以打开并且使用的工具。小程序是一种新型的应用模式，经过近三年的发展，适用范围

和影响力迅速增长。小程序是 IT 业的一种创新应用程序，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程序员投入

到开发制作小程序的活动中来。到目前为止，小程序应用已超百万，遍及各行各业，日活跃用户多达两

亿，其社会效应不言而喻。 
小程序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叫做 MINA 的框架，这个框架一般可以分为两个层面：视图层和逻辑层，

最核心的功能是拥有一个可绑定的数据系统。WXML 的动态页面数据可以对应它的 DATA，这种数据绑

定是单向的，一般只有数据发送具体的变化，视图才可以进行相应的调整。这种模式能够让开发者通过

改变其对象和视图专注于具体事件的处理。微信小程序拥有一系列独特的基本组件，这些组件常带有微

信的风格，类似于 HTML 标签。 

3. 流程分析 

翻转课堂微信小程序的功能分为两部分，教师端：可布置和修改各种作业信息、学生信息等；学生

端：可在线进行学习和提交作业。整体流程见图 1。 
 

 
Figure 1. Overall flow chart 
图 1. 整体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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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体设计 

4.1. 功能结构 

通过前期调研，我们明确了软件的功能需求所在。本软件在有网络连接的情况下，才能正常使用，

软件可以让师生双方按权限进行数据管理和登陆学习。系统总体结构图见图 2。 
 

 
Figure 2.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图 2. 系统总体结构图 

 

系统的几个主要模块如下： 
注册模块：新用户首次使用要进行注册，并填写个人信息，方便以后再次使用该小程序，这些个人

信息数据将会被加密处理存放在数据库中，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仅供登录时验证使用。 
登录模块：已经注册过的用户，可以凭借账号和密码进行登录，密码正确则可进入个人学习页面，

密码错误会提示错误信息，如果账号是没有注册过的，则会显示用户不存在。 
修改密码模块：用户初次注册的密码，可以多次使用，也可以再次修改，修改密码的前提是用户能

够输入正确的原密码。 
测试模块：用户在线练习或做作业时，答题正确将会直接跳入下一题，答题错误将会显示题目错误

并给出分析，同时错题将会被存入数据库，下次进行错题重练的时候会再次显示。答完所有题目后，会

自动跳转到成绩显示界面，正确的题目数与总题目数都会被上传，从而给出系统评定的答题情况和评估

结果。 
查看资料模块：该模块包含了最新的学习资料，这些资料可以通过各种主流格式(WORD，PDF，PPT

等)上传，均可以被用户学习使用。 

4.2. 数据库设计 

在程序设计之前，需明确程序包含的用户需求和要素是什么以及彼此的关系，通常使用较为简洁的

ER 图显示。画出 ER 图之前要明确各部分实体之间的关系，分析出系统需求，ER 图通常用来显示系统

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系，不包含实体的属性。系统对应多个对象，称为实体，每个对象拥有不同的特征，

则称为属性。系统 ER 图见图 3。 
学习系统的数据库包含多个表单，用来设计实体关系、项目索引等。先安装好 MySQL，然后建立数

据库，创建用户信息表、教师资料表单、学生信息表单等。后续教师对资源进行管理时可以进行数据存

储，用户也可以存储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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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ystem ER diagram 
图 3. 系统 ER 图 

5. 功能的实现 

5.1. 客户端实现 

5.1.1. 登录功能实现 
用户登陆界面仅包含用户名和密码输入，页面布局较为简洁，符合突出重点内容而不赘余的原则。

已经注册过的用户以后可以自动登陆，未注册的用户错误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则无法进入，所以需要先注

册登陆再使用，用户登陆界面见图 4(左)。 
登陆时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会被传递验证，并且返回的验证结果会在网页界面上显示出来，从而实

现登陆功能。用户登陆时，输入的用户名会被传入系统判断是否是已存在的数据，如果是，则只需密码

输入正确就可以进入学习平台，如果错误会提示用户不存在，这时想登陆学习平台必须完成注册，再使

用新的账户密码登陆。值得注意的是，用户在首次登陆成功后就可以自动登陆了。 
核心代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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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篇幅所限，将以下各部分的核心代码略去。 

5.1.2. 选择入口 
用户在填写完注册资料进行注册后界面会自动跳转到登陆界面，通过选择相应的身份(教师或学生)

可进入各自的具体页面。身份选择界面见图 4(右)。 
 

 
Figure 4. User login (left) and select entry (right) 
图 4. 用户登录(左)与选择入口(右) 

5.1.3. 个人信息 
用户可进行个人详细信息的填写，包括姓名、学号、年级、班级、工号、职务、手机号码等。 

5.2. 主要功能 

5.2.1. 布置作业 
教师通过点击布置作业，填好标题、科目和作业的具体内容便可以成功发布作业信息。操作界面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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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左)。 

5.2.2. 查看作业进度 
教师可查看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及时掌握学生的课后学习动态。查询界面见图 5(右)。 

 

 
Figure 5. Assign homework (left) and view homework progress (right) 
图 5. 布置作业(左)与查看作业进度(右) 

5.2.3. 做作业 
学生可查看老师布置的任务，完成后点击“完成作业”按钮。界面见图 6(左)。 

5.2.4. 学习资料 
教师可发布各种学习资料，包括文档、音频、视频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学习，系

统有记录功能，可为平时成绩的评定提供参考数据。界面见图 6(右)。 
 

 
Figure 6. Homework (left) and learning materials (right) 
图 6. 做作业(左)与学习资料(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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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测试 

通过对软件的界面、功能和需求测试后发现，测试结果与预期要实现的目标一致，即软件满足了

用户需求且能稳定运行，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与改进，当前版本基本能够满足我校翻转课堂的教学要

求。 

7. 应用案例 

在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由于新冠肺炎的到来，翻转课堂的实施显得更有意义，而微信小程序

对于翻转课堂的辅助作用也愈发明显。我们面向计算机学院 2019 级网络工程专业教学班，开展了基于微

信小程序的翻转课堂教学改革实验。 
首先，师生共同完成了微信小程序应用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检索、注册、熟悉操作等(操作方法见

5.1)。其次，考虑到内容的难易程度和重要性，课题组选择同济版《高等数学》下册第九章“多元函数微

分法及其应用”这部分内容，计划分八次课完成。为了突出重点，我们对第四次课的实施情况做主要说

明。这一次实施的教学内容是“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按照预先制定的翻转课堂实施方案，我们

将本节的短视频、PPT 课件和相关学习资料(大学慕课平台、MIT 公开课的相关链接等)提前一个星期发

布于微信小程序(操作方法见 5.2)，要求学生通过上述资料预习多元函数的偏导数、高阶偏导数以及微分

的概念、结论和求解方法，多元函数微分学的应用，了解如何用多元函数微分学解决简单的相关专业问

题，同时对事先布置的部分作业题进行认真练习，把整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记录下来形成文档汇总，

以便在课堂上通过提问或者讨论来解决，个别少量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微信群或者腾讯课堂的答疑环节提

出并得到解答。接着，到了课堂教学环节，先用 20 分钟左右的时间对重点和难点内容进行讲解和互动交

流(利用腾讯课堂的举手功能)，然后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每组 5~8 个学生，在这一环节的小组讨论

部分(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运用腾讯会议或者微信分群单独进行，互不干扰)，目的是让学生们消化课前利用

小程序预习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经过答疑后仍不清楚的问题，接下来教师要求每组选出一个代表分

别汇报所在小组的讨论情况，对于仍然存在的问题，老师会适当口头提示或利用数位板的白板书写功能

详细演示。下一个环节为课堂练习环节，教师在课件上打出若干个典型题目(要通俗易懂，难度低，不求

难题、怪题)，包括基本概念题和易错题，让学生作答，再根据快慢程度和准确率对学生进行相应的评价。

针对本轮涉及到的知识点和问题，各小组进行第二阶段的讨论，以巩固和深化理解。最后，教师对整节

课的内容以及学生们的表现给出总结和整体评价。课后，为了取得相应的学习效果，教师需趁热打铁，

第一时间在小程序布置作业题、课外练习题和拓展知识模块(操作方法见 5.2)，并及时针对学生的答案和

问题进行反馈，这样有助于学生的消化、吸收和运用。 
我们在运用微信小程序进行翻转课堂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些学生没有进行

有效的课前预习，导致在课上的讨论与自主练习环节参与度不够；学生人数较多，小组数目也多，很难

照顾到所有学生，考查范围不够全面；课后作业不能独立完成，存在互相抄袭和网上查找答案等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可以通过改进软硬件设施、加强学生的基础训练和诚信教育等方法加以解决。单从微信

小程序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来看，它已经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设计功能，体现了便携性和易操作性的特

点，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8. 总结 

针对翻转课堂的实施特点，本文设计了一个微信小程序，主要应用于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和知识拓

展环节。实践表明，该小程序给师生带来了便利，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学习效率，

教与学的效果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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