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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肩负着培养师范生教育技术能力的重任，针对目前《现代教育技术》公共

课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尝试把翻转课堂应用于公共课实践教学中，构建对应的教学模式并进行实证分析，以

此检验翻转课堂对公共课实践教学产生的教学效果，进而分析翻转课堂在公共课实践教学的优势及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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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pirical Study on Flipped Classroom on Practical Teaching of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ublic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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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ublic course shoulders to cultivate normal school students’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ublic course, the study 

tries to apply flipped classroom o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public course, and constructs the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then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 order to test the teaching effect of flipped classroom o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public course and analyze 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flipped classroom o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public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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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已成为全球教育界备受关注的教学模式，

2011 年被加拿大的《环球邮报》评为本年度影响课堂教学

的重大技术变革。在 2012 年 6 月，美国教育咨询公司

Classroom Window 对美国范围内实施翻转式教学的约 500

名教师进行了调查，并发布关于翻转课堂的应用价值的调

查报告，初步分析显示：受访教师中，67%表示学生的考

试成绩得到了提高；80%声称学生的学习态度得到改善；

88%表示翻转课堂提高了他们的职业满意度；99%表示下

一年将继续采用翻转课堂模式[1]。翻转课堂之所以受到广

大师生的喜爱，得益于它最大化地让学生主动学习。 

目前国内关于翻转课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翻转课堂的本体研究，包括翻转课堂的涵义、特征及

其价值等；（2）探索翻转课堂在某课程中的应用；（3）探

索翻转课堂在某课程中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很大

程度上促进了翻转课堂的推广应用。翻转课堂在教育技术

公共课的实践探索方面有待研究，为了培养和提高师范生

的信息化教学能力，《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必须加快教学

改革的步伐[2]。 

本研究旨在对《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实践教学中采

用翻转式教学进行探讨和相应的实证分析。 

1  研究背景 

1.1 《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实践教学现状分析 

目前《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已成为高等师范院校面

向师范生开设的一门必修课，肩负着培养师范生教育技术

能力的重任。师范类院校学生对现代教育技术的掌握程度

直接影响着信息时代中小学信息化课堂的质量[3]。教育技

术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教育技术公共课的实践

教学不可轻视。但在实际实践教学中，存在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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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时有限，一般为 8-16 学时左右，课上教师讲

解占去一部分时间，学生亲自“体会技术、使用技术”的

实践机会少之又少，严重影响学生操作技能的习得。 

（2）教学模式单一，公共课实践教学均在机房进行，

而机房授课多是一刀切式的“广播式教学”，忽略了学生的

个性发展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3）学习资源形式单一，多数高师院校的公共课实践

教学仅有《实验指导手册》，抽象的文字符号不仅学生不爱

看，而且不利于表现操作性内容，致使指导手册使用率低，

辅导作用微乎甚微，不利于学生技能的掌握。 

1.2  翻转课堂应用于《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实践教

学的可行性分析 

1.2.1  翻转课堂的概念 

传统教学过程通常包括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两个阶

段。知识传授是通过教师在课堂中的讲授来完成，知识内

化则需要学生在课后通过作业、操作或者实践来完成的。

在翻转课堂上，这种形式受到了颠覆，知识传授通过信息

技术的辅助在课后完成，知识内化则在课堂中经老师的帮

助与同学的协助而完成，从而形成了翻转课堂[4]。所以，

翻转课堂又被称为颠倒课堂。 

1.2.2  翻转课堂的实施 

实施翻转课堂可从创建教学视频、设计组织课堂活动

两个环节进行。第一环节，教师要事先录制好教学视频（包

括对网络视频资源的二次加工），视频长度依据内容不同由

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不等。短小精悍的教学视频（也被称为

“微课”）是翻转课堂教学资源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5]。录

制视频最简单的方式可使用麦克风和录屏软件进行录制。

第二环节，教师要精心设计和组织课堂活动，按需安排诸

如检验预习效果，开展讨论、探究活动，习题巩固，总结

评价等内容，这是实施翻转课堂的重要环节。 

1.2.3  可行性分析 

翻转课堂这一新型的教学模式，在信息化教学环境中

大放异彩。互联网的普及和计算机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使翻转课堂变得可行和现实[6]。有了录屏软件，教师不用

担心录制视频的问题；有了 qq 等交流工具，教师不用担心

视频共享及交流的问题；师范生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能力，

部分学生有数字终端，教师不用担心学生课下观看视频的

问题。为此在具备能力和技术的条件下，在《现代教育技

术》公共课实践教学中采用翻转式教学是可行的。 

2 《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实践教学的翻转课堂实证

研究 

2.1  研究目标 

在公共课实践教学中，尝试采用翻转式教学模式，旨

在检验翻转课堂对公共课实践教学产生的教学效果是否显

著，并分析其对操作性实践课程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2.2  研究样本 

本研究中，选取 2012-2013 学年第 2 学期教授的中文

系两个本科班 A、B 班为研究样本，A 班 58 人，B 班 60

人，对两个班级分别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开展为期 8 课时

的实践教学，两班均在机房授课。 

A 班为对照班，采用传统的广播式教学，其教学过程

如图 1。B 班为实验班，采用翻转式教学模式，其教学过

程如图 2，分课前和课堂两个活动模块。课前模块中，教

师将制作好的教学视频通过 QQ 在线平台共享，学生下载

观看，通过 QQ 平台交流探讨。课堂模块共 5 个环节，教

师检测学生预习情况并做适当辅导答疑，然后布置任务小

组合作，其次成果展示和师生评价，最后教师总结注意事

项和建议。 

 

图 1  A 班采用的传统广播式教学模式 

 

图 2  B 班采用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2.3  研究过程 

2.3.1  前测 

在实践教学开始前，对 A、B 两班分别从信息检索（包

括文献检索）、web 2.0 基本操作（包括 wiki、网络书签等）、

素材采集与制作、多媒体课件制作四个内容模块进行操作

测试，计算其平均值和标准差，并进行两独立样本 T 检验，

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假设显著性水平а等于 0.05，表 1

中 T 的相伴概率值 Sig.均大于 0.05，则两班学生在四种类

别的成绩上无显著性差异，说明他们的操作技能相差不多。 

表 1  A、B 两班在实践教学前的 T-Test 数据统计 

类别 班级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差异性 

A 班 58 68.00 6.047 信息 

检索 B 班 60 69.25 5.931 
0.259 

A 班 58 53.34 3.702 web2.0 

操作 B 班 60 53.55 3.437 
0.755 

A 班 58 56.41 4.151 素材采集

与制作 B 班 60 54.77 3.387 
0.200 

A 班 58 53.60 3.303 多媒课件

制作 B 班 60 53.38 3.460 
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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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后测 

对采用不同教学模式的 A、B 两班经过 8 课时的实践

教学后，进行相同类别的技能测试，同样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其结果如表 2 所示。根据数据可知两班的操作技能

较实践教学前均有较大幅度提升，并且 4 个内容模块成绩

的 T 的相伴概率值 Sig.均远远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所以

A、B 两班测试成绩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采用翻转式

教学模式的 B 班成绩较 A 班更为突出，同时显示翻转课堂

对操作技能的习得具有较为明显的教育价值。 

表 2  A、B 两班在实践教学后的 T-Test 数据统计 

类别 班级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差异性 

A 班 58 87.83 2.210 信息 

检索 B 班 60 89.32 3.202 
0.004** 

A 班 58 82.05 2.297 web2.0 

操作 B 班 60 84.10 4.653 
0.003** 

A 班 58 85.72 0.790 素材采集 

与制作 B 班 60 86.35 1.313 
0.002** 

A 班 58 83.19 1.830 多媒体课 

件制作 B 班 60 84.75 3.740 
0.005** 

      

注：* <0.05，** <0.01 

2.3.3  问卷调查 

公共课实践教学结束，对采用翻转课堂 B 班的 60 个

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分别从操作练习时间、学习资源

形式、自学能力、喜欢程度 4 个维度调查，旨在了解翻转

课堂对实践教学的影响以及学生对翻转课堂的看法和建

议。本调查共发放 6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58 份，有效

率为 96.7%，对数据进行频数统计，其结果如表 3、表 4、

表 5 及表 6 所示。 

表 3  关于操作练习时间的统计结果 

类别 非常充分 充分 一般 不充分 非常不充分

占比/% 31.7 41.7 21.6 5 0 

表 4  关于学习资源形式的统计结果 

类别 非常丰富 丰富 一般 不丰富 非常不丰富

占比/% 25 33.3 31.7 8.3 1.7 

表 5  是否有益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的统计结果 

类别 非常有益 有益 一般 不益于 非常不益于

占比/% 26.7 35 33.3 3.3 1.7 

表 6  关于学生对翻转课堂喜欢程度的统计结果 

类别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非常不喜欢

占比/% 8.3 38.3 41.7 10 1.7 

通过数据可知，翻转课堂应用于公共课实践教学中，

有 73.4%的学生认为他们有充分的操作练习时间，58.3%的

学生认为采用翻转课堂教学资源形式丰富多样，61.7%的

学生觉得翻转课堂有益于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有将

近一半的学生喜欢翻转课堂这种教学模式，有不到 12%的

学生却不喜欢翻转课堂。这些少数人可能是习惯了传统式

教学，不喜欢接受新事物。由此可知，翻转课堂对学生自

学能力的培养具有积极的意义。 

问卷中涉及的开放性试题是关于学生对翻转课堂的建

议，提炼并归纳三点：（1）教学视频方面：讲解时关键的

易错的步骤要重点强调；每个视频后要有鼓励或督促性的

话语；（2）教学资源方面：教学资源应更丰富些，可在交

流平台中共享练习的素材、优秀的作品、优秀网站及可供

参考的书目；（3）课堂活动方面：翻转课堂的氛围很轻松，

但是教师要注意监督和引导，对于自我约束力不强的学生

来说，更需要教师关注。对于多数学生提出的不会的或易

错的问题，教师要适当演示并加以强调。 

3  讨论与结论 

3.1  翻转课堂应用于《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实践教

学的优势 

在《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实践教学中采用翻转课堂

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数据证实，翻转课堂能较好地解决公

共课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而且为因材施教、培养学生动

手操作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提供了方法和途径。 

3.1.1  翻转课堂有利于因材施教 

在公共课实践教学中，最大的问题是教师少学生多，

这种现状无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实践证实，翻转课

堂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翻转课堂是典型的“以学习者为中

心”的教学模式，它把传授知识放在课下，学生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自主安排学习时间、学习进度；它把知识内化放

在课上，学生通过与师生的交流、操作练习达到对技能的

巩固和掌握，极大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打破了

传统广播式实践教学“一刀切”的局限。 

3.1.2  翻转课堂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 

公共课实践教学均在机房授课，机房授课的最大优势

是最大程度地让每个学生都能操作计算机，让每个学生都

能“动”起来。而“广播式教学”可谓“先学后练”，本来

一节课时间有限，教师讲解占去一大部分时间，留给学生

的操作时间便寥寥无几。 

翻转式教学将基本知识点的学习放在课下，课上省去

教师讲解演示的环节，这样学生便有了较充分的操作练习

时间。另外，教学视频形象直观，支持学生“边学边练”，

非常适合于呈现操作性知识；重复播放的特性，便于学生

练习及课下复习巩固。对于缺课学生而言，视频资源无疑

是他们补课的最佳方式。所以，翻转课堂使课堂的内容得

以永久存档，可用于复习或补课的学习[7]。 

3.1.3  翻转课堂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在翻转式教学中，学生要利用课下时间观看教学视频，

并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学习计划，这一过程无疑使学生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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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学习最大化。从课下到课上，较为轻松自由的学习氛围、

充裕的课堂学习时间、任务驱动式的学习任务对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提供了外部环境支撑。翻转课堂有助于真正

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因材施教和自主学习[5]。 

3.2  翻转课堂应用于《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实践教

学的局限性 

翻转课堂对《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不仅是一种机遇

还是一种挑战，它对师生双方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要求。 

3.2.1  翻转课堂对学生的要求 

3.2.1.1  翻转课堂对学生自身能力的要求 

实施翻转课堂，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自我约束力和时

间管理能力。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下，约束力不强的学

生，其学习效果不言而喻。另外，翻转课堂还要求学生要

有团队合作的意识，在小组合作中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学会与同伴共同解决问题。 

3.2.1.2  翻转课堂对学生的硬件设备的要求 

依据信息技术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支撑力度，可以

将翻转课堂分为移动存储阶段、网络教学平台阶段和学习

支持系统阶段三个层级[6]。不管采用哪种层次的翻转课堂，

学生课下都要观看教学视频，这就要求学生具有数字化终

端设备，最好还能上网。就目前状况，这种要求对学生来

说一般很难满足，但是采取分组形式能够克服硬件不足的

问题。 

3.2.2  翻转课堂对教师的要求 

3.2.2.1  教师要精心制作教学视频、搜集资源 

学生课下的预习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学视频的质

量，这就为实施翻转课堂的教师提出了挑战。虽然它很短，

但是教师要精心制作每一段视频，视频内容要科学正确、

针对性强，讲解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发音规范，语速适

中；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讲解要注重趣味性、启发性；

言辞中要体现鼓励关爱之意，以此激励学生自学。 

教学视频虽是翻转课堂的重要资源，但不是全部。教

师还要收集相关的素材以及优秀的作品、优秀网站等资源

共享于在线平台，以便学生练习、观摩和鉴赏之用，以此

丰富翻转课堂的资源形式。 

3.2.2.2  教师要精心设计课堂活动 

开展课堂活动是实施翻转课堂的第二个环节，它是检

验学生预习效果的阶段，也是学生知识内化的重要阶段。

为此，课堂活动是整个翻转式教学的重中之重。教师要精

心设计每一个环节，包括如何检测学生预习效果，如何布

置有一定难度、锻炼学生综合能力的任务，如何对成果进

行评价和总结等。 

3.2.2.3  教师在课堂活动中要起到监督和引导的作用 

课堂活动的大部分时间是学生参与任务，虽然这一过

程把课堂还给学生，但教师不能懈怠，要随时观察学生的

学习状态，若发现学生犯同一错误要及时讲解纠正；若学

生不知所措应立即引导；若学生有疑问应做辅导答疑，只

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 

3.3  总结 

翻转课堂翻转了传统课堂的教学结构，转变了师生角

色，将课下和课上有机地统和为一体，为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动手操作能力提供了方法和途径。翻转课堂对师

生虽是一种挑战，但是它的教育价值无可厚非，值得师生

们共同努力。希望在专家和同仁们的研究和实践中，翻转

课堂对《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乃至信息化教育教学发挥

出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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