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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翻转课堂教学法初探
——以电化学为例

吴艳玲　唐　茜　郝梦阳 

（山东交通学院交通土建工程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7）

摘要：由于“电化学电池”内容更新快、知识点杂、难度大

等问题，运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目前大学生的内容需求，

基于“互联网＋”背景下，通过大量课前视频、课中翻转课堂及

生动灵活的案例等形式对电化学内容进行有效的教学探索，并结

合电化学电池案例进一步强化电化学知识，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

结合，探究一种更加有效的“互联网＋”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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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电化学是研究电解质溶液中电子与离子之间相互转移和化学

反应的学科。它研究了电化学系统中的电荷转移、电解过程、电

化学反应和电化学动力学等相关现象。近年来，在“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下，电化学在能源、材料、环境等热点领域具

有重要应用。例如，能源领域的燃料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材料领

域的电镀和电腐蚀等。通过电化学的研究和应用，可以改善能源

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提高材料性能等。由次，对许多领域

的研究者来说，学习并掌握一定的电化学知识是一项基本技能。

电化学作为物理化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连接电学与

化学之间的现象及规律的综合性学科，随着电化学理论与其他各

学科的深入交叉发展，该课程越来越具有显著的交叉性学科特点。

但在当前我国的应试教育体系下，大部分学生还仅仅是停留在掌

握理论知识的层面，缺乏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情况中的能力。

由于授课教师在备课前，没将与电化学有关的案例或相关的实践

经历与电化学理论知识相结合，造成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使得学

生很难去感知、理解这些概念，更无法对电化学知识进行创新。

传统的“化学”课堂教学方式是在固定的班级进行统一授课，

在其内容、教学进度上统一。尽管这种传统的“线下＋统一授课”

的教学方式可以有效地按时完成教学内容、实现教学管理，但这

种传统教学方式在上课时间有限而课下互动又较少，学生课前不

预习，课后就算复习也只能仅限于课堂笔记，造成课后学生难学

习难理解的局面，且由于未对课程进行提前预习，内容多、时间

有限，学生多是通过死记硬背来记住所需内容，没有真正地理解

其含义和灵活的思考、分析、创新，这种方法不利于学生自身能

力和综合素质的提升，也不利于教学质量的发展。此外，传统的

教学方法既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无法充分激发学生学

习的主观能动性，也不能增强学生的求知欲。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背景下的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其模式是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

师转移给学生，重新调整了课堂内外的时间，即让学生在家完成

知识的预备，又将课堂变成老师与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互动的

场所，用其答疑解惑、知识的运用等。此外，这种教学模式可以

更好地利用互联网资源，提供个性化、自主学习的机会。通过录

制视频、设计在线课程或选择开放式教材等方式，让学生在课前

自主学习相关内容。在课堂上，教师可以更多地与学生互动、引

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进行教学实践、解决问题和进行深入学习。

相较于传统授课，互联网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结合能够带来更

灵活、个性化和互动性的学习体验，为学生提供更为充实和有效

的学习机会。这种模式需要教师的引导和设计，以确保学生的学

习成果和教学目标的达成。从而实现多元式教学是目前大学教师

与专家们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二、课程教学改革设计

“互联网＋”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教学改革内容主要包括课前

预习／自学（课前）、课堂讲授（课中）和课后实践（课后）等

３个环节：首先，老师在课前发布教学视频，并在下面提出几个

问题，引导学生回答并提出疑问，其目的是让学生了解教学任务，

自觉完整观看教学视频、完成内容测试，做出笔记，对话题进行

回复。其次，在课中使用翻转课堂并结合相应案例进行教学，目

的是在图文并茂，字体颜色布局清晰合理的情况下，讲述该节内

容，全面展示小组的研究成果，内容丰富翔实，对提出的问题能

给出合理的解释。在小组提问讨论环节中，积极主动融于学习小

组并参与讨论，承担组长分配的任务，与小组成员间有协作配合，

有沟通交流，并提出一定级别问题。在课堂笔记和检测中，独立

完成课程笔记和课堂检测，积极主动参与课堂活动，并使笔记内

容翔实特色鲜明，具有拓展知识内容等。最后，课后线上环节，

教师结合创建电化学网络课程，并发布在大学生雨课堂、知到等

软件上，给学生布置测试作业，帮助学生巩固复习所学内容，从

而满足其个性化需求。

教师作为课堂的引导者，教学目标从传统的使学生掌握化学

基础知识，到聚焦于学生学习了本课程后应具备的应用所学的电

化学知识，并具有解决社会、生活中有关化学问题的能力。从而

使得学生获得满足社会需要的电化学知识为最终目标。

三、案例分析

在课程中融入电化学电池教学案例可以使教学更富有思想性

和人文关怀，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创新能力。主要有如下

优点：（1）可以使学生学习电池的原理和工作过程；（2）使学

生了解电池对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的问题，引导学生关注能源和

环境问题，培养学生的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方式；（3）

可以帮助学生理解科学道德的重要性。在案例中，可以介绍一些

电池相关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例如电池的安全问题、相关产业对

劳动力的影响等。通过对这些伦理和法律问题的思考，学生能够

认识到科学道德的重要性，明确科学研究和应用的社会责任，培

养学生的道德感和责任意识；（4）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通

过引导学生分析电池存在的问题和挑战，鼓励学生提出创新的解

决方法和技术，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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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析还可以帮助学生了解电化学电池领域的前沿研究和技术发

展，激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探索精神。

图 1  电池的发展史

这些里程碑标志着电化学电池技术在能源转换、储存和电动

设备领域的突破和改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电化学

电池的发展可能会朝着更高能量密度、更快充放电速率和更长寿

命的方向发展。

以下是一个关于电化学电池教学案例的例子。

案例名称：《太阳能电池的应用与发展》

案例描述：随着环境问题和能源危机的日益严重，人们对可

再生能源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太阳能电池作为一种直接将太阳能

转化为电能的装置，在未来的发展中具有重大的应用。该案例旨

在通过对太阳能电池的学习和讨论，引导学生探索可再生能源的

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了解太阳能电池的工作原理和应用

领域。

案例步骤：1. 介绍太阳能电池的发展历程和应用领域，包括

太阳能电池的起源、发展过程和现有的应用领域，如太阳能发电、

太阳能充电器等，列举相应的案例。2. 研究太阳能电池的工作原理。

通过分析太阳能电池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让学生了解光的能量是

如何转化为电能的，以及太阳能电池的工作过程。3. 探讨太阳能

电池的优缺点和挑战。让学生分析太阳能电池与传统能源的对比，

讨论太阳能电池的优势和局限性，并思考太阳能电池在实际应用

中所面临的挑战。4. 讨论太阳能电池的研究和发展方向。引导学

生了解太阳能电池领域的前沿研究和技术发展，如高效率太阳能

电池、柔性太阳能电池等。鼓励学生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法和技术，

推动太阳能电池的发展。5. 思考太阳能电池的社会影响和环境保

护意义。让学生思考太阳能电池在能源结构转型和环境问题解决

中的重要性，并讨论太阳能电池对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的影响。

四、教学目标

1. 知识目标：

（1）理解电化学电池的基本原理：学生应该理解电化学电池

的构成、工作原理以及产生电流的原理。他们应该能够解释电化

学电池中的氧化还原反应和离子迁移过程

（2）掌握不同类型电化学电池的特点和应用：学生应该了解

不同类型的电化学电池，如原电池、库仑电池、燃料电池等，以

及它们在能源、移动设备和储能等领域的应用。他们应该能够比

较和评估不同电池的优点和限制。

（3）了解电化学电池的性能参数：学生应该了解电化学电池

的性能参数，如电压、电流、容量、能量密度等，以及它们之间

的关系。他们应该能够解释这些参数对电池性能的影响。

2. 能力目标：通过对科学家事迹的了解，培养学生的科学思

维方法，加强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 

3. 素质目标：学生应该了解电化学电池在使用和处理过程中

的安全问题和环境影响。他们需要遵循安全操作规程，正确处理

电化学电池的废弃物和回收利用。

五、总结

本文以电化学内容为课程设计，通过“互联网＋”的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对课程进行改革初探，这不仅有利于授课教师教学目

标的实现，提升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还能增强学生的参与体验感，

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分析思考。使其在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

同时，潜移默化实现立德树人的智育教学。提高大学生科学的学

科素养是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这种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施对于

学生的创新精神及实际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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