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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V）

2 组 控制不变的因素有：水果（西红柿）、

电极材料 Zn-A lCu-FeCu-

ZnCu-Al

电压（V）

3 组 控制不变的因素有：电极（Cu-Zn）、水果（苹

果）、

电极距离 1cm2cm3.5cm

电流（mA）

4 组 控制不变的因素有：电极（Cu-Zn）、水果（西

红柿）、

电极面积（cm2） 3x32x21.5x1.5

电流（mA）

2. 数据处理和实验结论：（5、6 组可在此记录

水果电池制作失败和成功的过程、并总结成功

五、结语

综上，随着新改革在我国高中教育体系中的不断深化，化学

课程教学质量影响着学生的个人发展。在当前的高中化学课程中，

教师的教学模式单一、教学手段僵化、教学内容枯燥等问题依然

影响着学生的课程学习质量，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应用生活

化的实验课程教学模式进行解决。实践证明，生活化的化学实验

课程内容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化学知识学习兴趣，同时使学生在

生活经验的帮助下形成对化学课程知识的理解与记忆能力，从而

有效提升化学课程教学质量。因此，在日常的化学实验课程中，

我们要从课程实验材料、实验课程形式和实验课程内容三个方面

入手，寻求化学实验教学活动与学生实际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

创新课程教育形式，从而提高学生的课程学习质量，为学生今后

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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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杨滨宇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昌文华中学，湖北 武汉 430061）

摘要：翻转课堂是教师在课前让学生观看微课视频和完成课前检测，自主学习课程内容，并把结果反馈给教师，教师在课堂上再根

据学生反馈的情况引导学生解决问题、巩固知识并完成拓展。

关键词：翻转课堂：初中物理教学：应用研究

现代教育改革的方向一直是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改善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并把学生培养

成高效的学习者。

由于初中物理自身的特点、初中学生的思维水平等原因，很

多老师和学生都反映初中物理“难教”“难学”。在传统课堂上，

教师也不断地改进教学，比如把多媒体资源引入教学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参与度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

学效果，但仍未能完全改变物理“难教”“难学”的现实。

一、翻转课堂的界定

近年来，国内教育改革掀起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的热

潮”。传统授课模式中，教师在课堂上讲授学习内容，学生在课

下通过练习进行理解和巩固；而翻转课堂则是教师在课前让学生

观看微课视频和完成课前检测，自主学习课程内容，并把结果反

馈给教师，教师在课堂上再根据学生反馈的情况引导学生解决问

题、巩固知识并完成拓展。

二、翻转课堂的优势

从理论和一些学校的实践来看，翻转课堂相对于传统课堂有

很多优势：

（一）翻转课堂能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传统课堂上，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

翻转课堂模式中，教师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学生学习的引

导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地学习知识，而是学习的主人。学生课

前通过微视频自主学习，而后提出自己的问题，在课堂上，通过

老师的引导和与同学间的讨论，解决不会的知识点。可见，翻转

课堂可大大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二）翻转课堂能让学生做到有效预习

传统课堂中，教师下达预习任务，指定预习材料后，并没有

很好的办法帮助学生预习。翻转课堂模式下，教师课前发微课视

频让学生预习，因为有讲解，学习效果更好，同时学生学完后会

做课前检测，并通过网络把结果反馈给老师，这样就能监督学生

的预习情况，使课前预习真正落到实处。

（三）翻转课堂能改善课堂学习效果

传统课堂上，老师讲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被动学习。翻转

课堂上，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自主学习，主动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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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气氛会比较活跃。

（四）翻转课堂能使学生在课后的学习更轻松有效

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的课后几乎被作业占据，虽然有效，但

大量重复机械的练习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消耗殆尽。翻转课堂将

这种情况加以改变，课后主要的不是作业，而是预习。避免了大

量重复机械练习对学生积极性的摧残。

（五）翻转课堂比传统课堂更贴近现代教育理念的基础理论

现代教育理念的基础理论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混合学习理

论和经验之塔理论。

建构主义认为，学生不是被动的信息吸收者，而是意义的主

动建构者。根据何克抗教授的看法，混合学习理论是指将传统教

学方式与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数字化教学方式结合起来，发挥各自

的优势，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经验之塔理论认为，人类获

得经验既可以通过直接手段获得，也可以通过间接手段获得。在

教学中，应该借助各种资源，从不同角度向学生提供直接经验，

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从具体经验向抽象经验过渡，快速接收新鲜

事物。

翻转课堂在课前让学生自主学习，在课中让学生在老师创设

的情境引导下交流讨论，自主解决知识难点；在教学过程中也是

既发挥教师启发、引导、监督的作用，又发挥学生在线学习的主

动性和创造性；与信息技术结合紧密，拥有海量的教育资源。这

些特点都十分契合上述教育理论中的思想，有助于教育理论的实

践应用。

三、翻转课堂的基本流程

（一）课前

教师进行微课资源开发，并根据以往经验进行初次备课。而后，

教师将微课视频和课前小测发给学生，让学生预习。学生预习完

后将小测结果和遇到的问题通过网络平台反馈给老师。老师根据

学生的反馈结果二次备课，使教学设计更有针对性。

（二）课中

教师根据学生的真实学情创设情境，引导学生交流讨论，分

组实验，完成知识的内化、巩固和拓展。

（三）课后

适当布置巩固习题，向学生下达下次教学的课前预习任务，

同时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和反馈，优化教学设计和方法。为以后

的教学改进提供参考。

四、实施翻转课堂的实例

笔者所在的研究组选择了我校八年级（2）班和（4）班的同

学进行翻转课堂效果的实验研究。八（2）班和八（4）班两班人

数相近，分别为 42 人和 43 人，历次考试均分也相近。其中八（2）

班实施翻转课堂教学，八（4）班为对照组，进行传统课堂教学。

实施课例为初中物理人教版八年级下《压强》一课。

在八（4）班进行的是传统课堂教学。课前，教师让学生预习

课本，勾画关键语句，并提出自己的问题。上课时，首先是教师

让学生分组实验，通过探究压力的作用效果与哪些因素有关的实

验，引出压力的作用效果是描述压强的。接着讲授压强的概念、

数学表达式、单位等。然后介绍增加和减小压强的方法，让学生

感受改变压强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最后小结，发放课堂练习让

学生做。

在八（2）班进行的是翻转课堂教学。在课前，教师首先收集

资料制作了微课视频，并把微课视频发到学生的 qq 群中，要求学

生看完微课视频后回答几个问题：压力、压强的定义；压力和重

力有什么不同；压力的作用效果与哪些因素有关，增大或减小压

强的方法。让学生填写预习知识清单，并完成课前小测。学生把

知识清单、课前小测和预习时碰到的疑难问题通过网络反馈给老

师。在学生预习时，需要家长督促学生学习。

课中，教师把学生在课前预习中反馈的疑难问题拿出来让学

生思考。第一个问题时压力和重力有什么不同。教师通过放 PPT

引导学生探究。学生分小组讨论，然后各小组派代表回答。最后

教师总结各小组发言，写出板书。

第二个问题是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两个因素发生变化时，压

力的作用效果如何改变。教师通过做实验引导学生思考。并启发

学生，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演示压力作用效果的变化，让各小组

讨论，然后各小组派代表回答。

课后，教师通过网络发放课后练习题和更多的视频，巩固并

拓展学生的知识。同时下达下一课的预习任务。

五、讨论与建议

经过对比研究，我们认为，和传统课堂相比，翻转课堂的课

堂气氛更加活跃，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更强，交流讨论能力更强，

教学容量较大但并不容易使学生疲乏，是一个很好的教学模式。

每一种教学模式都是一个有力但又脆弱的工具。翻转课堂在

实施中也反映了一些问题。

（一）一些平常基础较差，学习动力不足的学生依然没有明

显的转变。究其原因，应该是他们自律性较差，学习动力不足，

课前预习部分没有做好，甚至根本没有做，这样到了课堂上学习

效率依旧很低。

（二）学生主动性不强，不善于发言，即使采用翻转课堂，

学生也不太主动提问和发言，造成课前不懂的上完课还是不懂，

使翻转课堂的效果大打折扣。

（三）有的学生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学生都很喜欢做实验，

但有的学生只是感觉好玩，看一看实验现象，并不主动思考现象

背后的规律，从而实验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反而课堂上略显

混乱。这对教师的课堂把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翻转课堂需要家长参与，有些家长忙于工作，没有时

间监督孩子学习。

六、结语

综上，我们认为，翻转课堂相比传统课堂有很多优势，但目

前马上在我校推广的条件还不成熟。要想上好翻转课堂，需要多

方面的配合。教师需要有更好的信息技术能力和课堂把控能力，

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备课；学生需要有更好的自主学习能力和

自律能力，家长也要参与到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另外还有一些细

节问题需要打磨，比如翻转课堂模式下，课本上的一些演示实验

在课前已经通过微课视频给学生放过，在课堂上还要不要做，以

什么方式处理既能巩固知识又能有新意？这些都是我们下一步思

考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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