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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20 世纪末以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知识的

数量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社会对于个人要掌握的知识

需求越来越高。体现在教学任务的安排上，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的学习内容越来越多，学习难度也越来越深。学

生、老师和家长，都在学习问题上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

力。但同时也得益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教育信息技

术在不断更新。催生了很多类似于慕课、微课等借助于

网络教学的混合式教学技术。翻转课堂也是其中出现的

具有代表性，以及实践意义的一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

由于目前翻转课堂的教学理念还出现还不太久，因此对

此类问题的相关研究还不算成熟，且主要集中在理论层

面上。因此本文通过探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小学教学

中的应用，通过翻转课堂理念指导下的小学数学的教学

设计，来探讨一下两者的结合问题，希望能给小学数学

的革新问题带来一些微小的借鉴。

一、“翻转课堂”的起源、内涵及理论基础

（一）起源

翻转课堂教学最早起源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林地

公园高中。这个学校的学生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而错过

学校正常教学活动，且将过多的时间花在了往返学校

的大巴上。导致学生容易缺课而赶不上学习进度。因

此学校的两位老师 Jon Bergmann 和 Aaron Sams 开始使

用软件把自己的课录下来，放到网上让学生去看。而

且之后逐渐地让学生以在家看视频听讲解为基础自学，

节省出课堂时间用来帮助自学有困难的学生。慢慢改

变了传统的课堂为主的教学方式，开始出现了现在所

说的翻转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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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涵

翻转课堂颠覆了原本传统课堂教学的方式，利用网

络信息技术，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了新的构建。主要

是把知识的传授课程放在了课前，让学生自己在课前先

通过老师给予的学习资料自行学习。把知识的内化过程

放在了课中，通过师生间的互动以及学生间的协作探究

来完成。它与混合式教学之间，有重合的地方。翻转课

堂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的新型课堂教学方式。

（三）理论基础

1、掌握学习理论

掌握学习由美国教育家布鲁姆提出的，认为学习者

只要被给予充足的时间和适当的学习条件，都能够掌握

学习内容并取得良好的成绩。这一来说明了，课堂的教

师教学只是其中一种学生掌握知识的方法，但并不是唯

一的。二是说明了学习其实是学习者的一种主动的掌握

的过程。而翻转课堂中，学生能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定

步调，随时加快或放慢自己的学习速度，使自己能更好

的感知到自己的学习程度，调整自己的学习，以达到更

好的学习效果。

2、深度学习理论

布鲁姆把认知过程的维度分为记忆、理解、应用、

分析、评价和创造 6 个层面。传统课堂教学的教师把大

部分时间花在帮助学生对知识的识记、理解的浅度阶段。

而高层次的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则在课堂上难以

培养出来。而翻转课堂把基础的知识教学放在课前，课

上利用时间与学生交流，个性化地解决学生问题，有利

于进一步把时间用在培养学生分析应用甚至创造的能力

上。有利于促进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

3、混合式学习理论

混合学习是指多种学习方式的混合。学习者可以利

用电脑等设备从网络上观看教师制作或网络上的优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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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视频。从而随时随地地都可以自主地进行学习。而当

学生回到学校之后，又可以通过与教师的师生互动，与

同学间的协作探究，共同解决问题。实现了网络信息技

术与传统课堂教学的融合使用。翻转课堂模式，其实质

上也就是一种网络与面授相结合的一种学习方式，即混

合式的学习。

二、翻转课堂下小学数学的教学设计与实施步骤

根据翻转课堂的内涵，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

以系统化教学设计为原则。张金磊构建了翻转课堂的教

学模型。这个模型是把教学设计分为课前，课中，课后

三个阶段。共同构建了个性化和协作化的学习环境。

（一）课前设计

课前设计分两步，一是教师的准备工作，二是学生

的自主学习阶段。

首先，教师要明确知道翻转课堂是为了什么。翻转

课堂是想把基础的知识教授放在课前让学生可以自主完

成，然后节省课堂时间，把课堂时间用来解决学生个体

化的问题，以及在知识教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与学生

相互合作探讨，发展学生的知识应用创新和相互合作交

往能力。因此，教师要先把课本的内容熟习。以小学数

学为例，基础内容就是每个章节的例 1。例 1 通常就是本

章的核心基础内容。教师可以用“录屏大师”等软件，

把自己讲解例 1 的过程录下来。然后放上“超星学习通”

等类似的学习平台。讲解的视频长度不宜过长，10 分钟

左右为佳，但也要似乎每个主题的内容而定。同时，讲

解的内容必须主题特出，内容简洁精悍。且难度应符合

学生“最近发展区”。

然后，学生可以在课前空余的时候，登陆学习平台

上进行学习。学习的时候，可以留下学习的痕迹，把遇

到的问题随时在学习星上反馈上去。教师可以及时了解

有多少人已经观看了讲解视频，每个人有些什么问题。

然后选择在平台上进行解答，也可以让学生自己先思考，

然后把问题带回课堂，再在课堂上一起讨论。学生可以

因应自己的需要，利用快进，暂停，回放等功能，控制

自己的学习进度。可以以自己的学习进度为主，不用受

他人的进度影响。这也是翻转课堂的其中一大好处。

（二）课上设计

在小学数学翻转课堂下的课上设计环节，教师需要

收集学生们反馈的重点问题，以及学生普遍遇到的共性

问题，进行集中讲解。也可以请学生说说在这节课的自

主学习中有什么心得体会，其他同学有没有共鸣。接着，

在课堂上布置具有难度性的自主探究问题，让学生自主

地去思考。如小学数学在学习了乘法分配率之后，把乘

法分配率应用到复杂实际问题上，学生去思考怎么解决。

如大部分学生无法解决，可让学生们之间小组合作，探

究问题的原因，难点。教师从旁巡视指导。学生通过合

作对话的方式，头脑风暴式思考问题的解决。培养学生

合作，思考，对话，倾听的能力。教师在巡视过程中，

也可以对个别的学生进行个别化辅导，特别是针对后进

生，要多加照顾。由于基础内容已在课前让学生通过学

习平台进行自主学习，因此每个同学都有一定的知识基

础去参与讨论。同时也因此节省了大量的课堂时间，有

更多的时间资源让学生去合作讨论。最后展示，小组间

派代表展示，可以轮流，也可以教师指名。总之，让每

个学生都有上台汇报的机会。而学生上台汇报应以交流

学习的目的为主，不应过于使用小组间的竞争，让学生

存在压力，小组间存在对立。

（三）课后评价

翻转课堂不同于传统的课堂教学。因此他的评价方

式也应该有所不同。因为翻转课堂把课堂的时间很多放

在知识的分析和应用上，因此封闭式的试卷测试不一定

完全能够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所以，可以采用多种的

评价方式，比如看小组或个人的汇报成果，小论文，学

生学习档案袋等方式。配合以往的试卷测试。能更好地

反映学生的知识运用水平，且能保证学生的基础知识也

能巩固到。

三、反思与总结

翻转课堂将传统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的优势结合起

来，实现了“以教师为主体，以学生为主导”的教学理

念。因此教学的设计与实施，也需要注意教学策略与理

念的转变。

（一）转变

1、教师角色的转变

翻转课堂意味着，教师从传统课堂教学当中的知识

传授者，变成了学习的指导者和促进者。教师更多地是

要帮助学生自主性地去学习，自主思考，培养学习自主

学习和自主思考的能力。当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教师

也需要及时地出现。因此虽然角色转变，但教师仍然是

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推动者。新媒体的使用也意味着

教师要掌握更多的多媒体信息的使用技术。

2、课堂时间的重新分配

翻转课堂的第二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减少课堂上教

师教授的时间，从而把时间留给学生进行学习活动。进

行基于现实情境中的问题的合作探讨。这就需要“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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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延长，让学生在课前花时间把知识自主地学习。

其实本质上来说也需要学生花更多的时间进行学习。但

这样的学习会让课堂上的效率有所增加。

（二）问题

1、信息设备等硬件负担问题

翻转课堂需要网络学习与课堂教学相结合。这就需

要学生拥有电脑、ipad 等可以进行网上听课的设备。并

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负担起，尤其是农民工子弟学校以

及欠发达农村地区的家庭。

2、学科适用性问题

翻转课堂强调学生课前自主学习，对于理科性的如

数学学科会比较适用。但如果是文科类比如语文和英语，

对于发音有要求的科目，或者是需要情感上体会的知识，

可能就没那么适用。

3、教师教学能力的要求问题

这需要教师不单有课堂教学的能力，还需要具备丰

富的知识，以及教育机智。以随时应对课堂上可能存在

的学生的不同问题。因为翻转课堂导致课上教师是要因

应学生情况去引导，而不是简单知识教授，因此情况更

为复杂。

四、结束语

总之，翻转课堂虽然是一个比较好的课堂教学理念。

但由于现实的情况比较复杂，且要考虑国情问题。因此

与学科的结合需要谨慎。也需要有比较严密的教学设计

指导下，才能尝试使用。因此，本文撰写的意义，也是

从其中一个角度，去为翻转课堂与学科的结合，提供一

点小小的借鉴，望能推动小学数学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参考文献：

[1] 李逢庆 . 混合式教学的理论基础与教学设计 [J]. 济

南：山东师范大学，2016

[2] 林雪燕，潘菊素 . 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设计与实现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2

[3] 陈子斌 . 基于翻转课堂模式的初中历史教学设计

的实践与思考 [J]. 课堂聚焦，2016

[4] 刘小金，张剑平，杜卫峰 . 基于五星教学原理的

微课教学设计研究 [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