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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思维导图的大学物理翻转课堂研究 
李芃 

（川大学锦城学院） 

摘要:在国内外，对于思维导图和翻转课堂的研究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如何将翻转课堂和思维导图结合起来进行教学，

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讨论了在独立学院大班教学模式中如何结合思维导图进行大学物理翻转课堂教学，给同类院校的大学

物理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 国内外研究背景 

翻转课堂将课堂教学中教学时间的分配进行了新的安排，将课

上教师讲授的部分内容交由学生课前学习，让学生掌握学习的主动

权。从 2011 年翻转课堂概念的引入到现在，这一教学模式已经被

我国广大教育界所认可，并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有效开展起来。 

思维导图是由英国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学家东尼·巴赞先生创

造的一种终极的组织性思维工具。思维导图在英国、美国、澳大利

亚、新加坡等国家的教育领域也有较为广泛的应用。相对于国外较

为成熟的研究而言，我国对于思维导图的研究还处于探索和推广阶

段。 

综上所述，在国内外思维导图和翻转课堂的研究和应用均获得

了较好的发展。然而将翻转课堂和思维导图结合起来进行教学研究

还比较少，尚处于初级阶段。如何利用思维导图解决翻转课堂中学

生学习思路不清晰、定位不明确的问题；特别是如何将这一混合课

堂模式在独立学院大班模式中有效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

值。  

二 独立学院大学物理现状分析 

在时代背景下，独立学院纷纷尝试向应用型本科转型，这就要

求我们从如何培养应用型人才这一目标为导向来思考“大学物理”

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教材建设和课程实施以及管理，从而提升独

立学院大学物理的教学质量。笔者在高校任教九年的过程中发现大

学物理教学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现列举如下：1，目前，国内各

大高校都在缩减物理课程的学分减少学时，但是物理课程又是很多

专业的基石，想要学好后续课程必须打好物理基础。这就形成了课

时少，而概念定律多且难度大学生不好掌握这一矛盾；2，《大学物

理》课程讲述的专业知识与中学物理知识有一些重叠部分，这使得

学生觉得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会有一些懈怠心理；3，虽然内容有

重叠部分，但大学物理和中学物理讨论问题的层次不同，大学物理

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高数基础。学生却不能利用数学工具有效地去

解决物理问题，特别是对于变量问题，陷入已有的固定思维，不能

很好地掌握新的概念描述。4，独立学院中，大学物理基本上都是

大班授课模式，翻转课堂教学比较难以照顾到每位同学。针对目前

地现状，把思维导图和翻转课堂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方法引入大学物

理课堂教学，就是为了帮助任课教师解决教学中遇到的诸如此类的

问题。 

三 基于思维导图地大学物理翻转课程实施过程 

在翻转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制作微课视频供学生课前观看。

微课视频一般选取一到两个知识点，时长为十分钟左右。知识点过

多时长太长都不利于学生掌握。这样就使得本身具有系统严谨框架

体系的物理知识变得碎片化，让学生难以将前后知识连通，融合。

思维导图将思维形象化，把主题关系用层级串联起来建立记忆链

接，恰好弥补了翻转课堂中微课视频知识碎片化的问题。因此，在

教学实际中，我们将思维导图与翻转课堂结合起来，通过教师的示

范和引导，督促学生在课程学习的预习、上课和课后总结等方面自

己建构和使用思维导图，发挥学生的自主能动性和提高高阶思维能

力。 

3.1 课前自学 

翻转课堂教学课前，教师会制作微课视频供学生自学。在制作

视频的同时教师可下达一个翻转任务学习单。该任务单的内容包括

本次课应该达成的目标，重难点内容，课堂学习形式以及学习任务。

对于达成目标和应该学习的任务教师可以绘制成思维导图，这样学

生在观看微课视频学习时可以更好地把握本节课的脉络，前后之间

的关联，提高认知的可视化。 

3.2 课中翻转教学 

独立学院的大学物理课程多为大班教学，在进行教学之前可将

学生分组，要求每位同学都完成翻转任务的学习任务，在课上每组

推选代表进行汇报。一个组的成员可以共同绘制思维导图，那么在

汇报的时候可以从中心主题出发，引发学生进行发散性思考，最后

进行可视化总结，有效实现学习的完整性。一个脉络清晰的思维导

图也可以让汇报的同学清晰找到重难点和关键词，锻炼表达能力。 

3.3 课后巩固 

每节课后的总结也至关重要。在掌握了本小节知识点后，同时

需要明确本节内容跟前后知识的关联。可以要求学生在课后已本小

节内容为中心主题，建立前后分支，可以复习之前的内容以及预习

后续部分。比如力学部分，在讲授做功概念以后，以功是力对时间

的累积这一概念为中心，建立运动与力的分支，同时引出力对时间

累积即冲量这一概念的预习，明确知识脉络，让学生有宏观把控，

走出边学边忘的误区。 

四 总结 

综上所述，将具体知识和学习方法“画出来”的思维导图改善

了翻转教学中知识容易碎片化没有系统性的问题。笔者将这一模式

在两个班展开了教学实践，从学生的参与度以及期末测评结果来看

都小有收获。在今年的教学工作中，教师如何利用思维导图来设计

翻转课堂，怎样确保大班教学模式中的每一位同学都能更有效地参

与进来是仍需研究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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