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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环境下“翻转课堂”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以“铰链四杆机构”为例
宋飞鸿

（江苏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苏无锡  214028）

摘　要：为满足学生对某些知识点的个性化学习，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在专业基础课程《机械基础》中“铰链四杆机构”
教学中应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课前教师自制教学视频供学生观看和学习，课中答疑解惑、合作互动，课后教学反思，
结果表明翻转课堂可促使学生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多的知识，提升学生的专业素质以及知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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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使人们可通过多种智能
终端自如地获得无时空、无地域限制的海量信息与服务。
2020.4，我和校内外的几位老师申报了无锡市教育科学
“十三五”规划课题《信息化环境下“翻转课堂”式教学的
设计与实践研究——以高职〈机械制造技术基础〉为例》（I/
D/2020/19），获得立项。在课题的研发过程中，一场突如
其来的疫情阻挠了师生返校的脚步，中断了日常的线下教学。
在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的号召下，我校全
面使用的“腾讯会议”和“希沃授课助手”更使依托信息技
术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教学中焕发异彩，实现课前、
课中、课后的高度契合，从而达到了更好的教学效果。

1 “翻转课堂”的含义及特点

所谓“翻转课堂”[1] 是指重新调整课堂内外的时间，对
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重构。即依托现代教育技术，由教师依
据教学内容，设计和制作多个 5—10 分钟的微视频供学生课
前学习，然后带着疑问来到课堂，师生共同探究解决，完成
作业。

1.	1 教学手段的现代化
翻转课堂的教学视频短小精悍，结合了图像、图形或

者列表，能够使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形象化，让知识生动有
趣，便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1.2 教学过程的立体化
每一个视频均由教师精心制作，长度符合人眼视觉驻

留规律，不易使人产生视觉疲劳，体现了教师的思维过程。
授课空间由二维的黑板扩展到了更真实、更自然的多维空间，
让学到的知识更具立体性。

1.3 学习流程的新颖化	
翻转课堂知识的传递是学生在课前进行的，教师提供

视频及在线辅导；知识的内化是在课上通过互动来完成的。
这种“先学后教”的教学模式使教师能够提前了解学生的学
习困难，在课上给予有效的辅导。

1.4 学习空间的弹性化
翻转课堂的最大特点是学生可以自主规划学习内容、

学习风格和知识呈现的方式，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掌握
节奏和进度，既可以按照老师的进度进行学习，也可以超前
进行，学习空间弹性很大。

1.5 学习资源的均衡化
微视频是教师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和宝贵的财富，可实

现教育资源共享，弥补教学上的不足，为更多的学生提供优
质学习资源，实现教学的均衡。

2  “翻转课堂”在“铰链四杆机构”中的应用实例

翻转课堂将教学由 " 教 - 学 " 模式变成了 " 学 - 教 " 模

式，教师把讲的内容、知识点编制成微视频让学生在课外观
看学习。在翻转课堂中，教学视频担当了知识传授的重任。
笔者认为：对于简单的陈述性、事实性的知识，可以通过微
视频让学生在课前自主学习，不必在课堂上重复学习，以增
加师生之间之间的互动和个性化的接触时间，快捷而容易掌
握所学知识，提高学习效率。

2.1 实例：铰链四杆机构曲柄存在的条件
课前：教师录制微视频：（1）铰链四杆机构的组成和

分类；（2）曲柄存在的条件 [2]；（3）应用实例。
课中：教师巡回指导，答疑解惑并指导学生完成如下

作业：
题 1：判断下列机构类型 [3]（图一）

图一

图二
题 2：在铰链四杆机构中，机架 AD=30cm，两连架杆

AB=15cm，CD=40cm，
若使该机构为曲柄摇杆机构，求连杆 BC 的长度范围 [3]

（图二）。
题 3： 如 图 铰 链 四 杆 机 构 中， 已 知 LBC=50cm，

LCD=35cm，LAD=30cm，AD 为机架，
（1）若此机构为曲柄摇杆机构，且 AB 为曲柄，求

LAB 的最大值；
（2）若此机构为双曲柄机构，求LAB的最小值 [4]。（图

三）		图三
课后：教师布置作业：要求学生自行选择材料，确定

四杆长度，设计任一铰链四杆机构。
教学视频具有动态性、可视性、综合性和人机交互性

的特点，声情并茂的视频讲解和形象生动的三维演示实现了
对传统课堂讲授的升级和换代，便于突出重点、化解难点。
笔者以为：对于某些核心的知识和思想、尤其是难以描述的
动态等，可通过微视频供学生课前自主掌握节奏和进度，不
断地看、反复地看。教师设置问题引导学生在课前自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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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待翻转课堂上深入讨论。因此翻转课堂可以将传统课堂中
的集体教学变为以教学视频为依托的一对一教学，取得比面
对面讲授更好的教学效果。

2.2 实例：急回特性和死点位置
课前：教师制作微视频：（1）急回特性 [2]	；（2）死

点位置 [2]	；（3）应用实例：牛头刨床横向进给机构、飞机
起落架、夹具。

课中：分组讨论，明确问题：（1）机构有无急回，取
决于哪个因素？	（2）极位夹角θ的大小如何影响急回特性？	
（3）死点位置的成因？	（4）哪些措施可使机构顺利通过
死点位置？

课后：布置作业：
（1）例举 1—2 个工程技术中，缩短空回行程时间，

提高生产率的实例；
（2）例举 1—2 个利用死点位置的特性来实现某些工

作要求的实例。
在翻转课堂中，知识的传授转变成了现场答疑与讨论，

增加了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个性化的接触时间。笔
者以为：某些知识的条理性和概括性很强，或是原有知识的
拓展和延伸，或是已学知识的整合提升，学生无法灵活运用
和创造性运用。此时，教师可通过“翻转课堂”助教、助导，
答疑解惑，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留给学生，体现学生课堂上
的主体地位。

2.3 实例：铰链四杆机构的演化 [2]

课前：教师制作微视频，展示铰链四杆机构的演化过程，
内容有：（1）曲柄滑块机构：压力机、内燃机、搓丝机、
自动送料机；（2）导杆机构：牛头刨床主运动机构；（3）
曲柄摇块机构：自卸翻斗装置；（4）移动导杆机构：抽水机。

课中：课堂教学分二阶段完成。第一阶段：学生分组
讨论弄清：（1）什么是曲柄滑块机构？它由什么机构演化
而成？什么情况下曲柄滑块机构存在死点位置？（2）什么
是导杆机构？演化为转动导杆机构和摆动导杆机构的条件是
什么？（3）分别以曲柄滑块机构的各构件为固定件时，可
以演化成哪些机构？画出它们的机构简图。第二阶段：学生
在教师指导下，完成 2 个自测题：

题 1： 如 图 四 所 示 机 构 中 [3]， 已 知 AB=20mm，
BC=60mm，e=10mm 则：

（1）e ≠ 0 时，该机构的名称是		偏置曲柄滑块机构			；
AB为曲柄的条件是		AB+e≤ BC		。当AB为主动件时，
它		具有		急回特性，它		不具有		“死点位置”。
（2）作出极位夹角θ及滑块C在图示位置时的压力角。		

图四
（3）构件 C 的行程 H=		40.64mm		。（4）若 e=0 时，

此机构的名称是		对心曲柄滑块机构		；（5）当 AB
为主动件时，它		不具有		急回特性，理由是		θ=0		；

此时滑块 C 的行程 H=	40mm	。（6）图示机构中滑块的急回
方向为	向右	。

题 2：如图五所示 [3]，已知 AB=2BC，则：
（1）图示机构的名称为		摆动导杆机构		；其中构件 BC

的名称是		曲柄		，件 l 的名称是		导杆		，件 C 的名称是		滑
块		。（2）若改变该机构的固定件，则可演化如下机构：以
件 l 为机架时，可得到		曲柄滑块		机构；	以件 C 为机架时，

可得到		移动导杆		机构；以件 BC 为机架时，可得到		曲柄
摇块		机构。（3）用作图法在图中标出极位夹角θ和摆角ψ，
且 θ 和 ψ 的关系为		θ=ψ		。（4）该机构的行程速比系数
K=		2		，它		具有		急回特性。（5）若主动件顺时针方向运动，
则急回运动方向为		向左		。

	图五
课后：布置作业，完成知识的拓展和延伸：
题 3：如图六所示为一筛料主体机构的运动简图 [4]，件

1 为主动件，
件	5 为滑块（筛子），各构件的长度尺寸分别为：

AB=70mm，
BC=125mm，	CD=110mm，AD=50mm，CE=225mm，试

回答：
（1）该机构由		双曲柄		机构和		曲柄滑块		机构组成；		

图六
（2）若件 AB 作匀速转动，则件 CD		有		急回特性，

滑块 E 的		移动		为		变速		运动。（3）若滑块 E 向右工进，
则件 AB 的转动方向为		顺时针		，滑块 E 的运动范围为		
220mm		。（4）该机构由		7		个运动副组成；		无		死点位置。

3  结语

翻转课堂强调学生在课外自主学习，着重培养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她是传统课堂学习的一种重要补充和拓展，
是信息化时代的必然趋势。在新的教育背景下，教师应更新
教育理念，转变观念，将翻转课堂应用于教学实践中，提高
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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