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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实践探索
李自青

（兰州新区舟曲中学，甘肃 兰州 730087）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与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翻转课堂”是信息技术背景下新兴起的一种教学模式，

此模式下，教师不再是绝对权威者，而是学生的解惑者，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而高中阶段的信息技术教学主

要是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如何将“翻转课堂”恰当运用在高中信息技术课堂是每个高中信息技术教师都在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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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能力是当今社会对人才的基本要求之一。而高中信

息技术教学就是从基础做起，对于学生的能力进一步拓展，帮学

生发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翻转课堂”是目前较为流行的新型

教学模式，教师创建视频，学生观看视频后回到课堂与教师面对

面交流，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但目前有些教师对此类技术运用

并不熟悉，还处在摸索阶段，本文主要探讨如何利用翻转课堂学

好高中信息技术课。

一、依托翻转课堂，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教师应该根据教材和学生的实际情况，确定合适的教学目标

和任务，录制视频，为学生圈出课程的基础知识和重点、难点。

鼓励他们运用互联网、APP、图片、视频活动化来自行搜索预习

与本节课相关的内容，在正式上课之前对所学知识都已经有了一

个大致的了解。还可以在家对所学的知识进行一个实践操作，来

检查自己的预习结果。在没有教师的帮助下独立的学习信息技术

知识。

例如在学习粤教版高中信息技术必修一中《信息技术的发展

历史》时，同学们就可以在课下通过查阅资料，听视频了解信息

技术的概念和信息技术革命。在上课之前学生就已经了解到信息

技术的概念：即一切与信息的获取、加工、表达、交流、管理和

评价有关的技术都可以称为信息技术。到目前为止，信息技术已

经经过了五次革命，从语言、文字、印刷术、电报电话到现如今

的计算机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的普及。学生通过自学了解信息技

术的背景后就会对接下来要学的所有关于计算机的内容产生了兴

趣。在“翻转课堂”这种新教学模式下，教师和学生的身份发生

了互换，提升了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能力。

二、依托翻转课堂，提升课堂合作学习能力

学生经过课下提前的预习，对所要学习的知识已经有了一个

框架，也存在着一定的疑问。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带领学生再观看

一边本章节内容的视频，同时让学生本堂课的细节操作，对重难

点内容要求同学们当堂交流，把自己课前预习时和课堂上不懂得

内容向教师或已经理解的同学请教。

例如在学习《获取网络信息的策略与技巧》时，教师要结合

学生原有的认知基础加以归纳，让学生形成网络信息搜索的理性

认识。比如以任务驱动，分成小组对本章内容进行交流探究，让

学生变被动为主动，以强弱结合的方式当堂实践，引导学会说呢

过学习信息搜索方法，使用不同的搜索引擎，掌握搜索引擎的定

义和分类，让各组学生在比赛的过程中去体会和总结利用搜索引

擎获取网络信息的技巧和策略。提问学生：什么是搜索引擎？有

哪些分类？全文搜索引擎和目录索引类搜索引擎代表性的网站各

是哪些？比如教师提前准备好能充分体现搜索引擎使用策略与技

巧的题目，在课堂上读出来，读完之后小组成员分别利用不同的

网络信息搜索方法查询问题答案，先查到的小组加十分，激发学

生的热情。教师在此过程中充当的是一个引导者，对于学生学习

中遇到的困难进行答疑解惑，促进其知识拓展。

三、依托翻转课堂，完善教学评价机制

教师和学生可以把翻转课堂当成交流的平台，课前学生把自

己遇到的问题告诉教师，及时整理修改自己的观点，还可以与其

他同学交流讨论，共同辅助教师做好一节课的教学设计。

以《信息的鉴别与评价》为例，教导学生学会分辨信息的

真伪，平时在日常生活或在社交网站上得到的信息不要一股脑

地全部吸收，而是选取那些对自己有益处的。教师平时在课下

要多与学生交流，看他们喜欢哪一类的，比如男同学喜欢足球，

女同学喜欢瘦身秘诀之类的信息。学生把自己的喜好和对这节

课的期待告诉教师，教师按照学生最关心的内容设计教学，让

学生了解信息对于每个人的价值是不同的，社会角色分工决定

信息价值的取向多样性。让学生学会发现问题，培养思考的习惯，

了解信息实效性。这个过程能帮助学生温故而知新，也能让教

师更好地了解学生。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信息技术下的翻转课堂是推动教师教育方式

的新变革，它帮学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信息技术基本知识和技能，

提升了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每位教师都可以利用自己的独特教

学风格结合本校学生特点从实际出发，结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对

自己的教学方式不断更新、发展和改进，探索出更加行之有效的

教学方案，为高中信息技术课注入新的活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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