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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网络平台下高职英语翻转课堂模式设计研究
张　毅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甘肃 兰州 730300）

摘要：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人们生活中各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助

力，在交互式网络平台下高职英语课程所应用的翻转课堂模式就

是计算机技术与教育合二为一的有力见证，也让教学模式有了更

加广阔的思路。基于信息化的时代背景，网络在线教学为翻转课

堂的应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本文将以交互式网络平台为前提，

对高职英语进行翻转课堂模式设计展开了研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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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的社会发展典型特征之一就是信息技术的应用，俨

然已经构建了一个信息化环境。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日臻成熟使

得高校英语课堂应用翻转课堂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也提供了客

观条件。当前计算机技术在高职院校中基本已经得到了普及，

这为交互式网络平台的构建提供了保障，由此交互式网络平台

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广泛应用，无论是课上或是课下，都为

学生提供了更多自主学习的机会。网络环境让英语教学有了更

加丰富的背景知识与互动空间，学生可以随时随地与教师沟通，

与同学们的交流更为顺畅。本文将对“翻转课堂”内涵进行简

要介绍，随后从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对英语翻转课堂模

式的设计展开分析。

一、“翻转课堂”概述

翻转课堂，在国内又被称作“颠倒课堂”，在国内的应用已

经较为常见和广泛。翻转课堂的提出和应用起源于美国，在 2007

年，来自科罗拉多州落基山林的两位高中化学教师，乔纳森与亚

伦为能够解决学生由于生病或离家远导造成的无法按时上课，延

误教学进度，开始思考解决的办法。经斟酌后，他们会将教学内

容做成 PPT，继而上传至网络平台，让学生可以摆脱空间的限制，

及时补课，紧跟教学进度。而后此形式得到了很多学生的青睐，

于是，他们会安排学生课前在家预习教学内容，课堂时间用以做

作业和处理疑难问题，并针对问题进行解析，历经一个阶段后，

教学效果颇佳。由此很多学校开始采用这种方式，用于提升教学

效果。这种方式与国内传统的教学模式正好相反，因此又被成为“颠

倒课堂”

二、交互式网络平台下高职英语翻转课堂模式设计分析

（一）课前设计

一方面，教师可以率先做好相关内容的微视频，安排学生课

前观看。微课等先进教学方式近些年被广泛提及，教师们也开始

转变个人观念，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将目光更多投向了学生，

注重学生自主学习。微课因简短、直接的优势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

高职院校的很多学生注意力难以长时间集中，因此教师的微视频

录制时间控制在二十分钟以内为宜，以此使得视频长度与微课内

容正贴合。所以，翻转课堂在课前的视频录制应用中可以采取微

课的形式。

另一方面，教师设计相关的练习题，指导学生完成。课

前教师可以安排针对性的练习，英语与其他课程相比，结合

内容进行设计时有一定的难度。理工类科目可以针对重点循

环进行练习，一旦找到问题，即可及时解决。但英语课程的

特点显著，即是循序渐进、由量变实现质变的过程，因此设

计时教师要多加费心，可以根据内容涉及与游戏相关的内容

激发学生的兴趣。

（二）课上设计

翻转课堂模式课上设计部分，笔者认为其在英语课程中的体

现要明显比其他学科更有优势。按照现代建构主义理论的涵义来

说，知识获取是学习者身处于某种情境下，以人际写作活动实现

意义的建构过程，学生学习认知的过程也是通过实践，不断地对

自我进行纠正、逐渐建构的过程。在课前学习阶段，学生在单词

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的掌握，如单词与句式等，则课堂上就会留出

大量时间，经过教师指导，再进行分组的模拟。在不断练习之中，

对于单词与句式学生可以掌握得更加牢固，进而可以明确语句的

用法。将预习工作放在课前，输入部分放在课堂，由教师和学生

共同完成，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师在整个的过程中，主

要发挥的是指导、指挥、监督以及评价的作用。其根据学生在全

过程中的表现，加之学生实践表现，更加准确地对学生的学习进

行评价，给予适度的鼓励，在必要时刻给学生提供相应的指导，

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

（三）课后设计

进入课后阶段时，教师可以加大对交互式网络教学平台的利

用，利用该平台对学生的情况进行监督，力争随时随地掌握学生

的情况，了解其自主学习的状况。师生也可以借助交互式网络平台，

对学习过程中的疑惑或心得进行交流和体会，及时地给与反馈和

评价。对于教学过程中的成功之处与遗漏部分展开回顾，总结“教”

与“学”的经验，将师生互动落实到实处。

三、结语

总而言之，虽然笔者提倡在英语课程中应用翻转课堂模式，

设计教学内容，但认为还是需要结合实际的教学内容。如果能够

做到灵活巧妙地应用，会让学生倍感新颖，提升其参与度。在待

着问题进入课堂的情况下，对于教学内容会更加期待，学生的专

注度也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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