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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翻转课堂接受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冯思华

（佛山市惟德外国语实验学校，广东 佛山 528010）

摘要：翻转课堂从诞生之初到现在逐步获得各界研究者和一线教师的认可，然而，作为一种信息技术支持的创新教学模式，翻转课

堂仍未见在中小学有大规模的普及和常态化开展。文章从采纳接受的角度，查阅和梳理关于翻转课堂和技术接受模型等相关文献，借鉴

其理论并结合中小学教师的特性构建其翻转课堂接受度影响因素初始模型。随后，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到 259 份有效数据，使用 SPSS、

AMOS 和 Smart PLS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其影响因素及影响因素间的关系，试图对中小学翻转课堂的推广和常态化普及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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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翻转课堂”的概念最初在 2007 年便提出，随后在国内外如

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并在一部分中小学顺利开展并取得良好的成

效，却仍未见大规模的普及。究其缘由，教师自身对翻转课堂的

接受度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

究分析出影响中小学接受翻转课堂的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关系，

以提高中小学教师对翻转课堂的接受度并以此推动翻转课堂的推

广和常态化开展。

二、研究内容

本研究借鉴国内外的研究经验，针对中小学教师翻转课堂接

受度的影响因素展开调查研究，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构建中小学教师翻转课堂接受度影响因素初始模型，提出

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假设。

2. 对初始模型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修改模型、验证假设。

根据提出的初始模型和现有研究的成熟量表，设计相关调

查问卷，随后选取中小学一线教师进行问卷调查，运用 SPSS、 

AMOS 和 Smart PLS 等软件对回收的问卷数据进行整理分析，验证

中小学教师翻转课堂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修改初始模型。

3. 分析实证问卷调查结果，提出相应的建议。

三、研究方法

1. 德尔菲法：本研究在文献研究和访谈的基础上提出了 7 个

影响因素及 33 个二级指标，随后邀请了 27 位不同身份的翻转课

堂专家对其合理性进行评判打分，筛除评分较低的选项，以保证

影响因素的合理性。专家包括大学教师、中小学一线教师和教育

局研究员。

2. 问卷调查法：本研究通过德尔菲法确定影响因素并制定初

始模型后，再结合已有的成熟量表制定出大规模发放的调查问卷，

对中小学一线教师开展问卷调查。问卷调查法是本研究最重要的

研究方法。调查问卷以电子问卷的形式通过微信、QQ 等社交软件

在各大翻转课堂研讨群向全国中小学教师发放，最终回收 259 份

有效问卷。

3. 结构方程模型：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是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统计

方法。本研究在回收问卷调查的数据后，使用 AMOS 22.0 软件对

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验证和修改所提出的初始模型。

四、研究过程

本章将以技术接受模型作为基础框架，结合相关文献、中小

学教师和翻转课堂的特点，提出影响中小学教师翻转课堂接受度

的各个变量因素及其二级指标，构建其影响因素模型，并根据相

关理论定义各个因素变量，对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做出相应

的理论假设。

技术接受模型

在技术接受模型理论中，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两大核

心的中间变量。这两大核心变量同时影响使用态度，使用态度影

响行为意向，行为意向再影响实际使用。

为保证影响因素提出的合理性，本研究采用专家调查法进行

验证。最终，27 位翻转课堂专家参与调查，从结果可得出，7 个

影响因素及其测量维度均通过专家的认可，均可选取成为中小学

教师翻转课堂接受度影响因素研究的指标体系，最终确定了感知

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教师素质、学生素质、技术条件、社会与

制度影响和行为意向七个影响因素。

随后，通过问卷调查法以电子问卷的形式将问卷通过微信、

QQ 等社交软件在各大翻转课堂研讨群向中小学教师发放，最终收

集到 259 份有效数据，并使用 SPSS、AMOS 和 Smart PLS 软件对

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其影响因素及影响因素间的关系。

五、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基于 TAM 模型和中小学翻转课堂特点提出了 7 个

影响因素，并通过专家调查法和问卷调查法确定：外部变量（4 个）：

教师素质、学生素质、技术条件和社会与制度支持；中间变量（2

个）：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结果变量（1 个）：行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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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感知有用性、教师素质和学生素质对行为意向有

直接的正向影响，感知易用性通过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意向产生正

向影响，社会与制度支持通过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意向产生正向影

响，技术条件通过感知易用性对行为意向产生正向影响，教师素

质和学生素质同时还能分别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对行为

意向产生影响。最终模型如图所示：

中小学教师翻转课堂接受度影响因素模型

（一）行为意向

本研究验证了中小学教师对翻转课堂的行为意向受感知有用

性、教师素质和学生素质这三个影响因素的直接正向影响，即这

三个因素影响越高，教师使用翻转课堂的意向会越高，因此，在

提高中小学教师翻转课堂的接受度时，可将重点放在这三方面。

（二） 感知有用性

感知有用性是指教师认为使用翻转课堂模式能够提高其工作

绩效的程度，包括学生成绩、学生能力和教师专业发展三个指标。

目前，中小学校普遍重视学生的成绩和教师的专业能力，而在素

质教育的推广下，学生的能力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视，因此一个新

的教学模式能否最终被教师所接受和采用，关键要看这个教学模

式是否能够对其教学效率、教学效果带来积极的效果，否则他们

不会轻易更换原有的教学模式。而从研究结论得知要提高教师的

感知有用性，可以从教师素质和社会与制度支持两个因素上着手。

（三） 感知易用性

感知易用性是 TAM 模型中的核心变量之一，但本研究表明，

感知易用性需先通过影响感知有用性再影响行为意向，不能直接

影响行为意向。这表明翻转课堂的实施难度是高还是低并不会直

接影响中小学教师去使用翻转课堂，他们更注重翻转课堂是否能

提高他们的工作绩效。因此，在推广翻转课堂的过程中，我们应

该提供让教师更容易地提高其工作绩效的措施，以此提高教师使

用翻转课堂的意向，而不是单纯地降低翻转课堂的实施难度。

（四） 教师素质

研究结论指出，教师素质可直接影响行为意向，也可通过感

知有用性或者感知易用性影响行为意向，因此，作为影响路径最

多的外部因素，教师素质被定为本研究外部因素中的关键因素。

教师素质是指教师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对其接受翻转课堂的影响程

度，包括其教育理念、信息技术能力和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教

师素质越高，其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行为意向也会越高。

因此，在推广翻转课堂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教师培训、专家

讲座等方式提高中小学教师在思想上和能力上的水平，从而提高

教师对翻转课堂的接受度。

（五） 学生素质

本研究表明，学生素质可直接影响教师的行为意向，或通过

感知易用性影响感知有用性再影响行为意向。学生素质是指教师

认为学生的素质与能力对翻转课堂开展的影响程度，包括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学习自觉性和自控能力。越低学段教师认为学生

越难适应翻转课堂这种对学生要求高的教学模式。因此在翻转课

堂的推广中，应想办法提高学生的素质能力，或通过一些技术手

段帮助学生进行课前的自主学习，例如在学习软件中加监控模式

等等。

（六） 技术条件

技术条件是指教师在实施翻转课堂过程中，由学校、或软硬

件服务商、或教师 / 学生自身所提供的、能够支持其开展翻转课

堂的各种技术方面的有利因素，包括教学资源、教学平台、硬件

设施和技术指导。技术条件对行为意向无直接影响，这说明学校

给教师提供技术方面支持度的高或低并不会直接影响教师对翻转

课堂的接受度，而会通过影响教师对翻转课堂易用性的感受，再

影响他们对翻转课堂的行为意向。

（七） 社会与制度支持

社会与制度支持是指教师受到特定群体，如同行、家长等，

或政策、制度对其开展翻转课堂的影响，包括家长支持、同行示

范、学校政策制度支持和评价制度支持。因此，我们可通过这四

方面让教师感受到翻转课堂带来积极效果。在家长支持这一方面，

需要提高家长对翻转课堂的认知和接受能力。在中小学阶段，让

学生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课前学习离不开家长的支持，教师也

会重视家长的态度，因此这一方面是最重要的。在同行示范中，

强调翻转课堂的实施效果，让教师感受到翻转课堂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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