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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翻转课堂中教学相长的研究与应用

——以《Spark 构架应用与实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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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学相长是教与学相辅相成，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是一个互动互助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最佳实施途径
首选翻转课堂。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形式，具有开放性、激励性、自发性，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

高学生的学习力，同时，秉承教学相长理论，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树人能力可以得到显著提高和增强。本文以《spark
构架应用与实践》课程为例，以教学相长为出发点，充分应用和探讨了翻转课堂的教学策略，在翻转课堂固有形式

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主要从教学目标、教学理念、实施策略、教学流程和教学效果反馈几方面进行实施和落实，

达到了良好预期效果，充分体现了教学相长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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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在教

学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如今，传统课堂上单

纯的“教师讲，学生听”这种模式已经远远不够。对学

生来说，他们可以通过网络获取到全世界最优质的教育

资源，如果教师讲得不到位或者不深刻，会让学生觉得

索然无味，当然，也就没有良好的教学效果。那么，作

为教师，怎样才能提高教学效果呢？这就是翻转课堂的

优势所在，也可以说，翻转课堂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

给广大教师带来了契机。这是教师“教”和学生“学”

的双向问题，结合应用型大学的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

充分的分析学生特点和课程特点，探索一种更适合的教

学方式，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1 教学相长
教学相长是教与学相辅相成 [1]，教师的教和学生的

学是一个互动互助的过程，师生双方相互交流、相互沟

通、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彼

此间进行情感交流，从而达到共识、共享、共进，实现

教学相长与共同发展。

《礼记·学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

教学相长也。”从源头来看，教学相长 [1] 针对的是教和

学两个方面，即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而言。朱熹将学习

活动描述为一个“着紧力”的过程，由此衍生，教师和

学生之间存在一个双向的心理压力，即：对学生来说，

来自教师的督促和学习任务的适度压力，促使学生在这

一压力之下砥砺前行，从而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

习能力；对教师来说，来自学生对知识的渴望，比如各

种问题讨论等，以及不断更新的系统知识，要求教师自

己不断完善和拓展自己的知识体系。

由此可以看到，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是一把双刃剑，

互相牵制，共进退，共发展，相辅相成，紧密相关。这

种相互冲击的矛盾在翻转课堂中能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也能更好促使教师的自我完善和学生学习力的提升。

2 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2]，是指重新调整课

堂内外的时间，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在

这种教学模式下，课堂内的宝贵时间，学生能够更专注

于主动地学习项目，共同研究解决项目中遇到的问题，

真正地将知识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知识的掌握程

度和理解深度。同时，教师通过一对一的方式或者小组

讨论的方式解决学生遇到的困难，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学

习。

对教师来说，课前须将学习的内容整理，以视频、

PPT 等形式提供给学生，在分配好任务的前提下，监督

学生按时完成任务，并做出讨论和分析。课堂上，教师

不再占用课堂时间来讲授知识，这些知识需要学生在课

前完成自主学习，这样在上课过程中教师就能有更多的

时间与学生进行交流，并做出点评、分析、归纳和总结。

同时，学生自主选择呈现知识的方式，教师则采用讲授

法和协作法来满足学生的需要和促成他们的个性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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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其目标是为了让学生通过实践获得知识和提升学习

力。课后，学生自主规划学习内容、学习节奏，并对课

堂内容进行延伸和拓展，同时，及时收集学生的反馈信

息，统计分析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以便下一步对课程

的调整和完善。

翻转课堂模式是大教育运动的一部分，它与混合式

学习、探究性学习、参与式学习及其他教学方法和工具

在含义上有所重叠，都是为了让学习更加灵活、主动，

让学生的参与度更强。

3 以《spark 构架应用与实践》为例

3.1 课程分析

《spark 构架应用与实践》是计算机系大数据专业

的核心课程，主要讲述大数据开发技术 spark，这是近

两年才兴起的大数据处理技术，具有高效率、高性能、

高并发等特点，与传统的 hadoop 框架相比，具有更优秀

的性能和应用价值，在大数据类企业中都有深入的应用。

这门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需要学生上机操作，

通过一定的项目练习才能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结合翻

转课堂的特点，本门课特别适合翻转课堂的教学形式，

通过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互助，熟练地将知识应用于实际

项目中，从而达到掌握和理解知识的目的。以下为该课

程知识体系思维导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Spark 知识体系

3.2 学情分析

《spark 构架应用与实践》旨在培养学生的大数据

处理能力，spark 作为大数据技术新宠，对学生的基础

要求比较高，首先需要具有 hadoop 框架的学习经验，其

次，需要扎实的数学功底和编程能力。

本门课开设在大学三年级下学期，学生群体是大数

据应用方向的学生，在大三上学期他们已经系统学习了

hadoop 技术，同时，在培养计划中，已经学习了 java、

linux 等关键技术，编程基础扎实。该方向学生成绩优秀，

为全年级排名前 50，其逻辑思维能力、学习习惯、自学

能力、动手能力都比较好，这给翻转课堂的有效实施提

供了保障。

3.3 教学策略与实施

现在国内的翻转课堂一般是基于乔纳森与亚伦提出

的以掌握学习理论为依据的翻转 --- 掌握课堂 [3]，它不

仅强调课前的视频学习，更重视课堂中学生的异步学习

活动以及课后学生的反馈情况。对于翻转课堂来说，主

要从教学目的、教学理念、教学流程、教学要素及教学

方式五个方面进行界定 [4]。

根据课程分析和学情分析，设计了《spark 构架应

用与实践》的教学策略思维导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教学策略

3.3.1 课前

对教师来说，需要翻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做好充分

的备课，设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任务分配等。

《spark 构架应用与实践》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需要进行大量的上机操作。以锦城在线为线上学习平台，

上传了相关视频资料以及 PPT、学习网站、课外书籍等

的资源。结合有效监管，学生须在课前能完成相关任务，

包括一定的习题。同时，在锦城在线讨论区进行讨论，

有针对性地进行统一回复，学生之间也可以进行互相答

疑。通过这种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团

队合作能力，提高知识的内化程度。

3.3.2 课堂

按照课前任务分配，对翻转内容进行展开，一般通

过小组形式，学生各自选择一种知识呈现方式进行第二

次加工分享。在课堂上可以通过提问、讨论、习题、探

究等多元化方式，将知识讲透，并能融会贯通，实际应

用。同时，教师在与学生的个性化互动中，为学生解惑，

还可以从探讨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更好地完善自己

的知识体系，这充分体现了教学相长的实际应用价值。

3.3.3 课后

通过课前的自主学习和课堂上的探讨，学生在很大

程度上已经掌握了所学知识。要让学生能更好地、更充

分地运用知识，需要在课后有所延申，通过一定的习题

进行巩固，并结合实际问题进行拓展，将知识内化为能

力。

同时，对翻转课堂的教学效果进行统计，及时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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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反馈意见，从而更好地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接

受程度，及时调整和完善翻转课堂体系。下图为《spark

构架应用与实践》课后反馈意见收集占比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翻转课堂课后反馈意见统计

本次反馈调查参与人数为 39 人次，有效率 100%，

问题一共 13 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设置问题，第一，

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相比，对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效

果是否有所提升和改善；第二，翻转课堂是否更有利于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表达能力和自学能力；

第三，翻转课堂中的互动是否更愿意参与（老师与同学，

同学与同学之间）；第四，翻转课堂对学生知识的掌握

是否更全面和深入；第五，是否更喜欢翻转课堂这种教

学形式。

通过上图统计分析得出，超过 90.22% 的学生选择

了翻转课堂，这充分说明了学生对翻转课堂的满意度比

较好，也证明了翻转课堂的有效性，这对下一阶段翻转

课堂的开展提供了支撑。

4 结束语
翻转课堂，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是教育改革的

需要，是应用型大学发展的方向。相较于传统课堂，它

将认知、领会的知识传授过程移到课前学习，将运用、

分析和综合的知识内化过程放在课堂中，通过时间比例

与重视程度的增加来提高知识内化在学习过程中的比

重。通过线上学习和线下学习，将学生的学习过程凝聚

在一起，真正实现了同一时空领域中的“face-to-face”

（面对面学习）与“online learning”（在线学习）的融合。

同时，在教学互动过程中充分地体现了教学相长的理论

价值，对学生来说，知识的反复运用促使了学习力的提

升，对教师来说，问题重现和不同视角的探讨促使了知

识库的丰富和更新以及教学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教学相长”新解 [J]. 刘秀峰 . 教育科学研究 ,2013(02).

[2] 黄发国 . 翻转课堂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M]. 山东：山东友谊

出版社 ,2015.

[3] 何克抗 . 从“ 翻转课堂”的本质 , 看“ 翻转课堂”在我国

的未来发展 [J]. 电化教育研究 ,2014,(7).

[4][ 美 ] 布鲁斯·乔伊斯，玛莎·韦尔，艾米丽·卡尔霍恩著 ,

兰英译 . 教学模式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