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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教育信息化进程中，利用信息技术开展翻转式教学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是在农村学校，翻转课堂的

教学成效却不尽如人意。本文以陕西某县中学初三年级两个平行班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两种教学模式

的教学效果。结果表明，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学生能更有效地理解和掌握课堂内容，但在实际运用

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了探究原因，设置翻转课堂教学初期情况调查问卷，

了解翻转课堂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以提供针对性的策略并加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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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informatisation,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flipped 
teaching has become a trend, but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is not satis-
factory in rural schools. This paper takes two parallel classes in the third grade of middle schoo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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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unty of Shaanx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mparing and analysing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two teaching mod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sing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enabled students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master classroom content, but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did not achieve the expected result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asons, a survey questionnaire on the initial situ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was set up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process of flipped classroom, to 
provide targeted strategies and to optimiz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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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社会已经发展到互联网时代，并且与教育教学领域密切结合起来，开创了教学的新模式。在初

中化学教学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让教学过程更加轻松，有利于打造高效的教学课堂[1]。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转换了教师与学生的角色，以学生为课堂学习的中心，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引导和辅助，从而提

升学生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能力，进而提升教学效率。通过探究翻转式教学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找到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化学课堂应用上的优势与不足之处，提出适应性解决方法，以促进中学生对化

学学科的学习效果[2] [3]。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其优势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节省课堂时间。第二，

有利于学生相互合作，探讨式学习。第三，学生可以利用翻转课堂进行自主学习，从多渠道获取丰富的

教学资源和知识，有利于学生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使得中学生在化学课上能掌握更多的化学知识，

提高交流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转变教学方式，使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将“教”与“学”更好地结合

起来，能够更好地发展学生在学业与职业成长中必备的能力[4] [5]。 
在农村化学教学中，由于教学条件、教学环境和教学资源的相对欠缺，在翻转课堂教学实施过程中

存在不足，教学效果不明显[6] [7]。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和探索化学知识的兴趣，高效地利用翻转课

堂教学的优势，帮助学生提升化学学习成绩，提升教师的教学效果。以陕西某县的初级中学初三年级的

两个平行班作为研究对象，探究翻转式教学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的作用。 

2. 对象及问卷设计 

2.1. 对象 

以陕西某县中学初三年级 A、B 两个平行班为研究对象，其中 A 班 30 人，B 班 30 人，共 60 名学生

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数据分析法的方式得出翻转课堂在初中化学教学具体运用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及解决方案。 

2.2. 问卷设计 

问卷的具体问题有(见表 1)：1) 你对化学学习是否感兴趣，2) 老师对化学课前预习目标的明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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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己安排的预习时长，4) 老师为你搜集或录制的预习视频是否有用，5) 化学课上老师每节课的侧重

点是否能明确，6) 化学课堂上自主学习效果，7) 老师课堂内容的设计和录制是否合理，8) 课堂上老师

对学生的针对性辅助引导是否有用，9) 化学课上合作交流时的分组情况，10) 化学课上的合作交流探究

是否有收获。要求学生根据问卷调查中所问的问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与真实体会认真填写。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survey questionnaire questions 
表 1. 调查问卷题目分布情况 

板块内容 涉及题目 题目内容 

兴趣方面 1 化学学习的兴趣 

课前预习方面 2~4 预习目标、预习时长、预习资源 

课堂教学方面 5~8 
课堂侧重点、自主学习情境创设、 

教学内容的录制与设计、 
教师的针对性辅助引导 

合作交流分组方面 9、10 合作交流分组与收获 

 
对所选取的两个班级同时进行“分子与原子”课堂教学，区别是对 A 班进行翻转课堂教学，B 班采

用传统教学模式教学，最后，在课堂上进行小测试，对两个班级学生当堂知识掌握情况进行测评，检测

在这两种教学方式下学生对本节课知识的掌握与理解情况。此次课堂小测试为 10 道选择题，每道题分值

10 分，测试总分值 100 分，涵盖“分子与原子”本节课堂教学的所有知识点，在学生完成测评后回收试

卷，统计成绩。 

3. 调研结果与分析 

3.1. 课堂教学效果对比分析 

学生本节课知识掌握情况进行课堂检测，本次课堂检测一共 10 道小题，每道题 10 分，课堂检测共

100 分。将两个班级每个分数段的人数统计出来，检测情况见图 1 所示。 
 

 
Figure 1. Analysis of classroom testing results for two classes 
图 1. 两个班级课堂检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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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 可知，A 班的学生对知识掌握情况整体好于 B 班的学生。A 班 100 分的人数多于 B 班 4 人；

90 分的人数多于 B 班 3 人；80 分的人数比 B 班少一人；但是在 70 分段，A 班只有 2 人，B 班有 6 人，

人数较多；在 60 分段，A 班 1 人，B 班有 3 人。 

3.2. 学习兴趣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对化学学科的兴趣。(问题：你对化学学习感兴趣吗？) 
兴趣对学生的学习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学生的兴趣很浓的时候，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在图 2 的调查结果中发现只有 20%的学生对化学学习很感兴趣，对化学学习感到一般和模棱两可的人居

多。主要由两个原因导致：一是传统的教学模式会抑制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二是由于学生的核心素养不

足造成学生学习困难，因此学习兴趣很低。在学生缺乏对化学的浓厚兴趣的情况下，化学课程将会给学

生带来沉重的负担，进而影响到学生的整体学习。 
 

 
Figure 2. Analysis chart of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chemistry 
图 2. 学生对化学学习兴趣分析图 

3.3. 学生课前预习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学生的课前预习，学生课前预习效果不达标会直接影响到课程

内容的学习，根据调查结果，将学生预习效果不达标的因素归纳，除去兴趣因素外，可以归纳以下三点： 
1) 教师有时明确有时不明确预习目标(61.67%) 
由图 3 可以看出，教师设置的预习目标不够清晰，有 61.67%的学生认为教师有时明确有时不明确预

习目标，也有 25%的同学认为老师的预习目标每次都很明确，但是有 13.33%的学生觉得教师的预习目标

不明确。学生在预习过程中需要带着问题预习的，预习目标不明确会导致学生不能正确地理解预习任务，

预习时会迷茫，不仅浪费了时间也浪费了资源。预习效果不达标，无法与课程内容进行很好地衔接，导

致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很差，影响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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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Analysis chart of pre class preview goals 
图 3. 课前预习目标情况分析图 

 
2) 学生自主预习时长较短(57%) 
图 4 可以看出，学生安排自己的预习时长有很大的差异，有 57%的学生仅预习 15 分钟，有 35%的学

生会预习半个小时，仅仅只有 8%的学生能预习超过半个小时。对于同一个内容，同一个学生预习 15 分

钟与预习 30 分钟会有不同的收获。但在调查中发现，预习时长只有 15 分钟的学生居多，预习时间过短，

不利于学生对预习内容的掌握。 
 

 
Figure 4. Analysis chart of student preview duration 
图 4. 学生预习时长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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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师为学生搜集或录制的预习视频质量不好(38.33%) 
在图 5 中，有 31.67%的学生认为老师搜集或录制的视频有用，有 30%的学生认为没有用，还有 38.33%

的学生觉得这些视频有时很有用，有时用处不大。根据调查内容来看，有部分学生觉得老师提供的预习

资源有时候有用，有时候用处不大，因为学生的学习能力水平有差异，所以在面对同一份资源时，有的

学生能够理解，有的学生却不能理解。教师为学生搜集或制作的预习视频的难度要适宜，否则会导致学

生不能理解或者无法与课堂内容很好地衔接。 
 

 
Figure 5. Analysis of pre class preview video effects 
图 5. 课前预习视频效果分析图 

3.4.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设计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进行课堂教学流程的设计和分解，使教学环节

顺利进行，并根据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调节，使之适应不同的学生，提高教学效果，实现教学目的。根

据调查问卷内容，总结出以下五个有关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问题： 
1) 教师为学生创设好自主学习情境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由图 6 可以看出，超过一半的学生觉得自己在课堂上的自主学习没有效果。有 21.67%的学生觉得自

己的自学效果一般，只有 18.33%的学生觉得自己的学习效果很好。学生需要教师提供一系列教学要求和

学习材料，在完成这些步骤以后，学生将会成为学习的主体，收获自主学习的成果。当教师为学生创设

的自主学习情境不完善时，会对学生的自主学习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2) 课堂上的教学侧重点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由图 7 可以看出，有 20%的学生觉得教师课堂的侧重点很明确，有 38.33%的学生觉得课堂的侧重点

不明确，另有 41.67%的学生觉得不是每节课的侧重点都很明确。明确课堂教学侧重点有利于学生对课堂

内容的把握，学生带着侧重点进行预习、自主学习，目的性明确，并且将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有

利于促进学生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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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图 6. 自主学习效果分析图 

 

 
Figure 7. Analysis of teacher’s clear focus in classroom 
图 7. 教师课堂侧重点明确情况分析图 

 
3) 教学内容的设计与教学方法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从图 8 调查问卷的结果来看，有 66.67%学生认为教学内容设计合理，但有 33.33%学生认为教师设计

的教学内容与录制的教学视频不合理。学生的学习能力与接受水平具有差异性，教师所设计的教学内容

可能过于全面，重点不够突出，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教师的教学方法也需要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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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Analysis of teacher’s classroom content design 
图 8. 教师课堂内容设计情况分析图 

 
4) 教师对学生的针对性辅助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在图 9 中，有 53.33%的学生觉得教师对学生的针对性辅助引导有用，但是有 46.67%的学生觉得教师

对学生的辅助引导没有用，在翻转课堂上，教师对学生的辅助引导，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探究，教师对

学生的辅助引导没有用时，会影响到学生对知识的探究效果与掌握程度。 
 

 
Figure 9.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argeted teacher assistance guidance 
图 9. 教师针对性辅助引导效果分析图 

 
5) 合作交流效果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学生分组合作交流是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根据图 10 问卷调查的结果，教师在小组

合作交流时的分组方法还存在问题，比如说有时候会随意分组，或者按照人数分组，导致各个小组之间

的整体水平差异较大，从而导致合作探究效果相差较大，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如图 11 所示，超过一

半多的学生对知识的收获情况都不太乐观，比如，有 50%的学生在合作交流探究只能收获一半知识，另

有 35%的学生在合作交流探究中收获很少，只有 15%的学生在合作交流中的收获很大，学生对知识的收

获情况差别太大。 
 

 
Figure 10. Analysis of student collaboration and exchange grouping situation 
图 10. 学生合作交流分组情况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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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of student collaboration and exchange exploration 
图 11. 学生合作交流探究收获情况分析图 

4. 讨论与建议 

(一) 改变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化学学习兴趣 
教师在使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时，对教学内容的设计要循序渐进，让所有学生都能够掌握所学习的

内容。因为化学是一门实验学科，与生活紧密联系，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多举与生活有关的例子，

吸引学生，拓展学生的知识层面。在遇到学生具有畏难心理，觉得化学学科太难，难以克服学习化学的

恐惧时，教师应指导学生提高核心素养，不要畏惧难学的科目，比如教师可以通过先让学生掌握固体的

颜色、酸碱指示剂的概念、空气的组成、化学方程式的书写等基础知识，使学生获得成就感，增强自信

后，在逐步培养学生的化学学习兴趣，从而促进学生的化学学习。 
(二) 明确具体的预习要求 
教师在课前应向学生明确预习目标，向学生提供有质量、符合学生个性化的预习资源，并对学生提

出预习要求，例如预习时长、预习后的课前测评标准。教师在设计、搜集预习问题和预习资源时应注意

符合学生的个性化水平，不宜太难，也不宜过于简单。比如，在进行化学式与化合价的内容教学时，教

师需要明确预习的任务目标。对学生提出预习要求，要求学生在预习中结合预习目标进行思考，预习时

长不得少于 30 分钟等，并且将预习中的重点进行明确，使学生在预习的过程中将化学式与化合价的定义

等内容进行总结，并且得出结论。 
教师应为学生找到或录制优质预习视频，比如教研组可以成立一个专门为学生录制学习视频的小组，

教师根据自己擅长的学科知识点擅长进行分工录制。在录制过程中，应根据教学目标选择教学内容，并

将知识点联系起来，归纳出这个章节的框架结构，精细设计教学内容，以确保视频录制的质量，使学生

通过观看预习视频切切实实有所收获。 
(三) 创设自主学习情境 
课堂教学内容的设计与微课视频的录制要保证质量且适宜班级学生，教师通过为学生提供了在线的

学习资料以及课外资料来为学生创设好自主学习情境，还依据学科课程特点、知识章节状况和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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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特点录制好微课视频，根据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群体的接受能力有差别，设计可以被广泛接受的、重

点内容突出、能够吸引学生积极性与主动性的教学内容。 
(四) 因材施教，做好针对性引导辅助工作 
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教师应该安排好每一个环节，使每个环节都恰当地衔接。教师也要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融入课堂学习氛围，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提升课堂教学的效果。对待学生应

该因材施教，注重学生基础和能力的差别，在课堂对基础薄弱学习能力低下的学生多关注一点，可以经

常试探询问学生是否理解所讲的内容，但是课堂内容也不能拖拖拉拉，这样会影响学生对每个环节知识

的掌握。 
一节完整的翻转课堂教学应包括，课前预习，预习测评，教师明确课堂侧重点，课上学生自主学习，

小组合作交流探究，教师讲解疑难重点并进行纠错总结，最后为学生留下课后复习作业，提高学生的学

习水平。教师在这整个过程中，起到辅助引导的作用，教师将每一个环节都设计恰当衔接，才能发挥翻

转课堂的最大作用，提升学生的学习水平。 
(五) 异质分组、角色资源合理分配 
分组合作交流是翻转课堂的一个重要环节，教师在进行合作交流分组时，以学习目标为指引，以班

级异质小组为组织形式，将教学时的动态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协作作为动力，将小组成绩作为奖励依

据的一种教学策略活动体系。“异质”分组就是把 2~8 名成绩、能力等各个方面都不同的学生分为一个

小组。组内成员之间因为这些方面的不同可以互补，这有助于学生之间可以互相学习和帮助，有效地发

挥小组的作用。教师应该将小组内的角色资源合理分配，使每个小组成员担任不同的角色，将记录、检

查、纠错、总结报告、联络等工作合理分配给每个小组成员，并综合每个成员的成绩来评价小组的活动，

但是测试需要组内成员独立完成，这样不仅能够体现小组内每个成员的价值，让每个学生融入到小组活

动，更有利于融洽班级氛围，提高学生与人交往的能力，加强学生对知识的吸收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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