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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和教学理念的不断更新，翻转课堂成为国内外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它改变了传统教学流

程，进而改变了师生角色和课堂时间分配，体现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然而要想真正地发挥翻转课

堂的优势，应对翻转课堂有深入的了解，然后再对其进行精心的教学设计。围绕翻转课堂的含义与特征，在对

国内外学者已提出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出新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型，并以教育技术学专

业英语课程为例，运用构建出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型进行教学设计，并给出具体教学设计案例。 

【關鍵字】 翻转课堂；教学设计；教育技术学专业英语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upda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eaching philosophy. The flipped classroom 

has become a hot topic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e flipped classroom inverts traditional classroom, 

which changes the rol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he time of class. It reflects the “learner-centered”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However,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we shoul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t 

and then design the instruction based on i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feature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Then, a new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is buil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advanced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The new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is used to make instructional 

design of Professional English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urriculum.   

Keywords: flipped classroom, instructional design, professional English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1. 引言 

传统“满堂灌”和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教学模式严重影响了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发展(张银，

2013)，为了找到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的良方，很多专家学者、一线教师投入到新教育理念的研

究和实践中去。虽然教育理论不断丰富，但教育改革却没有解决其“内核”问题——在教与学

的过程中师生角色是怎样的，学生如何达到教学目标，学科内容应分配多少时间，如何对学

生进行评价等等（Resnick & Hall,1998）。这一系列问题无法解决，教育改革就无法真正地引

起教学效果的改变。 

起源于美国的翻转课堂将知识传递和知识内化两个阶段进行了颠倒（张金磊，王颖和张宝

辉，2012），实现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张渝江，2012），重新分配了课堂时间（Bergmann & 

Sams,2012），改变了教与学过程中师生的角色，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从多个维度对学生的学

习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O'Flaherty & Phillips, 2015）。因此，翻转课堂的出现，基本回答了来

自教育“内核”的一系列问题。目前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都在对翻转课堂进行研究，许多一线

教师也都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尝试使用翻转课堂进行教学。然而，实施翻转课堂不能仅从形式

上进行翻转，若无法保证学生在课前完成了视频的学习或者无法保证课上的问题讨论真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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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进行，就无法充分发挥翻转课堂的优势，这样不仅不会促进学习，反而会增加学生负担。

因此，有必要对翻转课堂进行深入了解和研究，然后对翻转课堂进行精心的教学设计，尽量

避免以上问题的出现。 

2. 翻转课堂的含义及特征 

2.1. 翻转课堂的内涵和本质 

翻转课堂模式是一线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总结而来，目前学术界对其并没有统一的定义。 我

国许多学者比较认同的翻转课堂内涵为颠倒了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两个阶段的教学顺序，即

知识传授通过信息技术的辅助在课前完成，知识内化通过小组协作活动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

（董辉，2013）。翻转课堂的基本要义是教学流程的改变，这种改变带来的是知识传授的提前

和知识内化的优化（赵兴龙，2013）。这种改变也促进了教与学方式的变化，同时信息技术的

应用和学习环境的改变也使得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赵兴龙，

2014）。 

2.2. 翻转课堂的特征 

从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之间的差异角度出发，可以得出翻转课堂具有以下结论。 

师生角色发生了转变。在翻转课堂模式下，教师逐渐由知识的传授者和课堂的管理者向学

习的指导者和促进者转变（张金磊、王颖和张宝辉，2012）。教师成为学生获取与利用学习资

源、深化与应用新知识的脚手架（张金磊，2012）。学生需课前自主学习新知识，通过一定的

课前学习任务来完成知识结构的初步建构；课上积极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完成知识的深化，

以实现对知识的灵活运用。学生成为学习过程的中心，可以自选时间和地点进行学习，掌握

学习的进度以及学习的次数。这就需要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负责，能够积极主动地完成相应的

课前学习任务以及课上的学习活动，否则将无法学到新知识，一旦造成恶性循环便会失去学

习的动力与兴趣。 

学习时空发生了改变，课堂时间被重新分配。在翻转课堂中，学生在课下自选时间和地点

进行新知识的学习，在课堂上针对问题开展不同的学习活动。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两个阶段

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发生了改变，使得学生不仅能够学习到新知识，而且能够获得教师的个性

化指导，能够与同伴进行协作学习，达到对知识深层次的理解与应用。同时，能够激发学生

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改善学习效果。由于翻转课堂模式下，课堂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师生、生

生之间的探究型学习，因此课堂时间的分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Bergmann & Sams, 2012）。 

教学资源的种类发生了改变。在翻转课堂中，短小而精悍的教学视频是课前学习资源的主

要形式（钟晓流、宋述强和焦丽珍，2013）。但是教学视频并不是必选不可，要根据具体的内

容来选择合适的资源呈现方式，不能拘泥于形式，真正的目的是促进学生学习的真正发生。 

评价方式发生了改变。评价与目标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的目标需要不同的评价方式与标

准（陈晓慧，2005）。翻转课堂没有完全摒弃传统的纸质测验，这种方式作为教师了解学生知

识掌握情况的途径，重要的是采用过程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方式相结合，教师评价、同伴互

评与自我评价相结合多维度地对学生予以综合性的评价，这样才能真正给予学生全面而客观

的评价（Milman, 2012）。 

3. 翻转课堂教学模型的分析与构建 

对于习惯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师来说，他们在使用翻转课堂模式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最大的

障碍就是不知道课上的时间用来干什么，不知如何合理地安排和利用课上时间（Gerstein, 

2011）。因此，他们需要一个有实践指导性的教学设计模型来帮助他们实施翻转课堂，以改善

教学效果。目前，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构建出了具有科学性和指导性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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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 Gerstein（2011）构建了翻转课堂模型，该模型分为体验学习阶段、概念探究阶

段 、意义建构阶段 以及展示应用阶段。该模型主要是从学生进行学习的角度出发，从教师

设计教学角度而言，此模型并不能给教师如何进行翻转课堂的教学设计提供指导性的建议。

同年，Robert Talbert（2011）教授根据自己在多数课程教学中实施翻转课堂的经验归纳出了

翻转课堂结构图，课堂被分为课前和课中两个阶段，共五个步骤（Talbert,2011）。该模型体现

了翻转课堂的特点，但不能为教师进行翻转课堂的教学设计提供微观的指导，且其更适合于

理科课程。在 Robert Talbert 的翻转课堂结构图的基础上，根据翻转课堂的内涵及建构主义学

习理论、系统化教学设计理论，张金磊（2012）等人构建出了更加完善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型，

它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行，但课前和课中的关系没有清楚地表现出来。钟晓流（2013）

等人受桑新民教授提出的“太极学堂”概念的启发，将翻转课堂的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太

极思想、布鲁姆的认知领域教育目标分类理论相融合，构建出了一个太极环式的翻转课堂模

型。该模型弥补了前几种模型中过分强调学生的“学”而忽略教师“教”的缺陷，并且融入了我

国传统文化中的太极思想，为在我国本土文化背景下实施翻转课堂提供了理论参考（桑新民、

李曙华和谢阳斌，2012），但是该模型中教与学的安排不太合理。 

根据上文的分析，现有翻转课堂教学模型没有从微观角度说明如何进行协作学习，才能够

真正促使知识的内化，真正使学生学到新知识，并重构自身的知识体系。在翻转课堂中，应

以怎样的组织方式来进行协作学习，并使学生认可和接受这种学习形式以达到真正的学习效

果，将是本文在重构翻转课堂教学模型时重点考虑的问题。在张金磊等人设计的翻转课堂教

学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并添加了协作学习的组织方式。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翻转课堂教学模型 

协作学习是学生之间通过辩论、合作、问题解决、角色扮演等形式进行学习的一种策略（余

文森，2001）。但是协作学习并不是将一组人聚集在一起就可以自然发生的，首先应该对协作

学习小组进行合理的安排和组织。为了使学生接受、理解并积极参与到协作学习中来，教师

在组建学习小组时应该注重“组长”在小组中的组织引导作用（张银，2013）。在学习者特征分

析的基础上，选出表现突出、学习能力强、学习态度积极、乐于助人的学生作为小组长。他

们协助老师开展小组协作活动，包括组建学习小组、协调小组内部关系、进行小组成员分工

和帮助组员共同完成学习任务、解决学习问题。有了一个良好的组织就可以避免流于形式的

协作学习。如图 3-5 虚线方框内所示，是协作学习小组的三层组织关系，第一层为学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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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图中 S 所示）参与到小组活动中，与小组成员进行问题的探讨，同时可与其他小组进

行互动，以此来解决问题，深化知识；第二层是组长层，组长（图中 L 所示）协助教师开展

小组活动；第三层为教师层，教师管理小组活动的进行，并在必要时给予小组个性化的指导

（张银，2013）。每个小组用虚线的圆划分在一起表示，可以根据课堂活动的需要，将既定小

组进行合并或组员的调整。在协作学习环境下，学生更容易快速地整合已有知识进行问题的

思考，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创造性思维（赵建华和李克东，2000）。不同的学生对事物的理解带

有个性化，通过交流、对话和讨论，学生可以了解其他同学的想法，同时与自己的理解进行

比较，完善或修正自己的理解，或者帮助他人修正错误的理解。这样知识经过反复的交流与

碰撞，学生的知识结构不断完善。 

4. 基于翻转课堂的教育技术学专业英语课程教学设计案例 

基于上文提到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型的构建，选取教育技术学专业英语课程 Learning Theory

为例进行教学设计。 

4.1. 前情分析 

4.1.1. 学习内容分析 

现选择 Learning Theory（学习理论）这一章的内容进行具体的分析（焦建利，2011）。本

章主要包括为什么需要学习理论和现有的代表性学习理论介绍两大部分的内容，其中对代表

性的学习理论采用归类分析法进行分析，如图 2 所示。 

 

图 2 Learning Theories 

4.1.2. 学习者分析 

本文在对中国海洋大学教育技术学 2012 级部分学生进行访谈的基础上，结合学生群体应

该达到的水平进行学习者分析。学习者处于大四上学期，已经形成了自己稳定的学习方式和

学习风格，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学生们基本上已经修完了大学阶段所有的课程，

因此他们掌握了相当多的专业知识，形成了一定的理论知识沉淀；也完成了大学英语课程的

学习，具有一定的词汇量、阅读功底、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只是不同学习者的掌握程

度不同，已有的基本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不同。 

作为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学生，能够熟练地运用网络获取、运用、评价各类信息资源，能够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资源，与他人交流自己的学术见解，展示自己的作品。 

4.1.3. 翻转课堂在本课程中应用的可行性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翻转课堂在教育技术学英语课程中的实施是有效的（汪晓东和张晨婧仔，

2013）。另外通过对教育技术学专业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及学习者进行分析，可以

发现该课程适合实施翻转课堂。首先，学习者为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大四学生，他们具备较高

的信息水平，完全可以在信息化环境中进行自主学习。另外，他们具有一定的协作学习的能

力，并且具有很强的自制力，有能力按照老师的要求进行课前的知识学习。教育技术学专业

英语课程本身就是要让学生学习如何用英语来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理解和表达交流，语言

学习最好的办法就是应用，那么该课程需要提供给学生更多的应用英语来进行专业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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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争论的环境和机会。翻转课堂正好最大化地增加了课堂上师生之间交流、探讨问题的时间，

能够满足该课程的需求。从事教育技术学专业英语的教师，也具有很好的信息素养、开发教

学资源的能力、设计课堂教学的能力和运用教育技术创造学习环境的能力。 

4.1.4. 学习支持环境设计 

学习支持环境是指在进行教学和学习的过程中辅助教学和学习活动有效开展的一系列设

备等硬件支持环境和学习平台、社交软件等软件支持环境，在翻转课堂实施的过程中，需要

在信息化环境的支持下有效地开展课前学习和课堂学习活动。 

硬件支持环境包括实验室、多媒体教室、视听设备、计算机等。课前，学生根据自己的学

习习惯选择合适的学习地点，可以到实验室进行课前的学习，也可以在宿舍、自习室、图书

馆等场所通过自己的计算机进行自主学习。课堂上在多媒体教室进行集体教学，进行问题探

讨、个人独立探索、小组协作学习、学习成果展示交流等活动。 

软件支持环境包括百度网盘、QQ 群、电子邮箱等。教师将课程资源准备好之后，上传到

百度网盘供学生下载。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QQ 群与同伴、教师进行及时的沟通

与交流，也可以将自己搜集到的学习资源通过上传至 QQ 群进行分享；教师可通过 QQ 群发

布一些与课程相关的消息。学生把需要上交的作业直接发到任课教师的电子邮箱，还可通过

向教师发 Email 进行知识和情感上的交流。 

4.2. 课前阶段的设计 

4.2.1. 教学目标 

通过 Learning Theories 这一章的学习，学生应该达到以下目标： 

（1）识记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相关的专业词汇； 

（2）了解三大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 

（3）用英语复述三大学习理论的定义、核心观点； 

（4）能够阅读和翻译与三大学习理论相关的文献； 

（5）能清楚地认识到学习理论的重要性，并能利用相应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学习，提高自

身的学习能力； 

（6）能结合自己的学习体验分析和评价三大学习理论的核心观点，并写出一篇短文； 

（7）通过小组协作学习活动，学会与他人共同完成任务； 

（8）通过学习成果展示交流，更新或完善自己的观点，懂得与他人交流、分享的重要性。 

其中（1）—（5）为课前学习阶段应达到的目标，（6）—（8）为课堂学习阶段应达到的

目标。 

4.2.2. 准备学习资源 

由于学生已经学习了《教育心理学》的课程，对学习理论这部分知识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和

掌握，因此本堂课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锻炼学生用英语思维进行问题的思考、用英语来进行问

题的表达与交流，所以选取了国外一些短小精彩的与各大学习理论相关的视频作为学生课前

视频学习资源。另外通过互联网搜集到一些文献资料，再结合教材进行学习。具体资源列表

如表 1 所示。 

表 1 学习资源列表 

主题 资源名称 资源

类型 

主要内容 来源 

Why Theories of 

Learning? 

Section A 文本 为什么需要学

习理论 

教材《教育技术学专业

英语》P:36-37 

A Brief Overview 视频 使用思维导图 https://www.youtub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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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4 Learning 

Theories(V1.1) 

 的形式进行四

种学习理论的

简介 

m/watch?v=ACowHxG

EAUg 

Behaviorism Section B 文本 行为主义解释

及起源 

教材《教育技术学专业

英语》P:37-38 

Behavioral Theory 

(V2.1) 

视频 行为主义的观

点及其代表人

物。 

https://www.youtube.co

m/watch?v=x7wZCtFW

blE 

Usea Learning 

Theory 

Behaviorism(V2.2) 

视频 

3：25 

 

行为主义学习

理论在教学中

的应用 

https://www.youtube.co

m/watch?v=KYDYzR-

ZWRQ 

Cognitivism Section C 文本 什么是认知主

义？它的基础

是什么？ 

教材《教育技术学专业

英语》P:38-39 

Use a Learning 

Theory  

Cognitivism(V3.1) 

视频 

3：45 

认知主义学习

理论在教学中

的应用 

https://www.youtube.co

m/watch?v=gugvpoU2E

wo 

Constructivism Section D 文本 什么是建构主

义，建构主义的

基础 

教材《教育技术学专业

英语》P:39-34 

Constructivist 

Learning(V4.1) 

视频 

4：45 

建构主义理论

下学习的发生 

https://www.youtube.co

m/watch?v=PK2NILj3B

rU 

4.2.3. 课前“自主学习任务单”的设计 

根据原苏州电教馆馆长金陵老师设计的课前“自主学习任务单”模版，结合课程内容进行了

具体的设计（金陵，2013）。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课前“自主学习任务单” 

一、学习指南 

1. 课题名称 

Chapter 4: Learning Theories 

2. 达成目标 

（1）识记教材中的重点单词； 

（2）通过阅读 Section A 和观看 V1.1 了解学习理论的重要性，及其对教学的作

用，并能用英语进行表达； 

（3）通过阅读相关材料和视频，了解三大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能够用自己的

话分别给它们下定义，知道并能说出它们的核心观点。 

3. 学习方法和建议 

（1）可以使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将不同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核心观点进行梳理，

便于加深理解； 

（2）用英语说出某个学习理论的观点并进行录音，然后根据自己的录音，找出

自己口语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 

4. 课堂学习形式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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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问题的小组协作学习 

二、学习任务 

（1）识记课后的生词和专业词汇。 

（2）为什么需要学习理论？举例说明学习理论对教师设计教学起到什么样的作

用，对自己的学习有什么启示？写出一篇短文，发到老师邮箱。 

（3）列举一下三大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三大学习理论的核心观点分别是什么？

你能否给三大学习理论下定义？（能够用英语表达出来就可以） 

三：困惑与建议 

请写出你在学习过程中的困惑，以及通过本次学习体验提出你的建议。 

 

参考学习网站：http://www.learning-theories.com  

http://otec.uoregon.edu/learning_theory.htm 

备注：栏目不够用可自行扩展 

4.2.4. 交流平台 

在本次课中，课前教师将所有的学习资源和学习任务上传到百度云盘，分享给所有学生，

学生自行下载，进行相应的学习。如果有任何问题，通过 QQ 群或者 Email 与同学、老师进

行交流互动。 

4.3. 课堂阶段的设计 

4.3.1. 确定问题 

将学生生分成三个组并确保每个小组有一个小组长，每个组代表一个学习理论流派。每组

成员将针对不同理论流派的问题分别写在三张纸上，然后将针对某一流派的问题送到相应的

代表小组。此部分时间应控制在 15 分钟以内。 

4.3.2. 独立探索与协作学习 

每个小组在接到问题后，在组长的组织协调下，小组成员先进行独立探索，尝试回答所有

问题，然后进行组内的探讨、交流，将相应的问题进行思考、讨论并确定答案，最后将问题

分配给不同的学生个人，通过角色扮演（扮演所在理论流派里的一位心理学家）在成果展示

阶段进行问题解答。在整个过程中，学生都应该用英语进行交流，教师要根据每组的情况进

行及时的个性化指导。此部分时间应控制在 35 分钟以内。 

4.3.3. 成果交流 

首先，小组内推荐一位代表，阐述本组所代表流派的核心观点；然后，小组内成员再针对

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分别作答。一个小组回答结束后，其他同学可以继续提问，此环节全班同

学都可以参与到讨论中。按照这种方式，三个小组轮流进行。此部分时间应控制在 40 分钟内。 

4.3.4. 课堂活动中的多维评价 

在这一阶段，同学们要对每个小组的成果展示进行评分。小组内部成员要根据小组协作过

程中实际表现给其他每位同学评分。每个同学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学习情况进行自我评价。

教师针对每个小组的表现做好相应的记录，并给予相应的反馈与评价，最后还要对整个学习

活动进行定性的评价。此次活动采用了组间评价和组内评价，他人评价和自我评价等不同评

价方式。此部分时间应该控制在 10 分钟以内。 

5. 总结与展望 

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它对改变我国的应

试教育状况带来了新的希望，会有更多的一线教师对翻转课堂模式进行实践探索。本文总结

http://www.learning-theories.com/
http://otec.uoregon.edu/learning_theor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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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翻转课堂的内涵和本质，从与传统课堂相比的角度，总结了翻转课堂的特征；在对现有

翻转课堂教学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改和完善，针对其忽略的一些关键部分进行了

补充，从更微观的角度重构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型，为一线教师进行翻转课堂的教学设计提供

了具有操作性和实践性的参考模型。最后依据翻转课堂教学模型，以教育技术学专业英语课

程 Learning Theories 一章的内容为例进行教学设计，通过具体的案例，使理论与实例相结合，

进一步说明理论研究的实用性。但由于时间限制，本文的教学设计案例未在实践中实施，从

而对其效果也没有进行验证，希望能将设计的模型应用到实践当中，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和完

善翻转课堂教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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