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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把“翻转课堂”带入小学语文课堂 
◆杜国华 

（山东省菏泽市开发区岳程办事处岳楼小学） 

 
摘要：“得语文者得天下”随着新课程改革和教学模式的转变，小学语文

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引入“翻转课堂”，激发学生课前高效预习，课堂

积极参与，引用合适的评价机制，让学生自由自觉地学习，通过互动提

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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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1 年 ， 萨 尔 曼 · 可 汗 (Salman Khan) 在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可汗学院的许多
(Khan Academy)学生晚上在家里观看数学视频，白天在教室与教
师和学生讨论和做作业。因此被称为“翻转课堂”或“颠倒课堂”。
目前我们所说的“翻转课堂”是指以学生为教学中心，以培养学
生先进思维能力为目标，改变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教学模式。它
不同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其核心思想是“先学后教，学先教”。 

一、现有的教学模式 
在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中，大部分仍沿袭传统的教学模式。

采用“填鸭式”和“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这种传统教学模式
显著的特点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居于主导地位，学生处于被动灌
输和被动学习的地位，使学生自由学习、自由思考的时间很少，
学生的思维、能力都受到了较大的限制。目前根据新课改要求，
已经有部分语文老师可以结合教材的内容和学生的特点和个性
教学,也可以组织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情况。可是课时有限，如
果难以满足教学内容，学生的学习效果是可以想象的。 

二、翻转课堂引入高效的预习机制 
有效的预习是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成功的一半。预习是课堂教

学的前奏。它是学生学习知识和打好基础的关键环节。这也是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有效途径。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有效的预
习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且可以巩固学生的知
识基础，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准备过程中，学生对教
师课堂教学的内容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也必须准备一定的问
题。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听课的过程中，以集中、积极的 度
思考和分析问题。有助于促进学生学习效率的提高。教师引导学
生自主预习，使预习成为学生的作业之一。巩固旧知识后，学生
可以自主地准备下节课老师要讲解内容，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对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具有重要作
用。 

引入翻转课堂，我们教师可以将自己的课件、讲义也可以是
一些比较成功的微课分别以视频、习题的方式在学习通（App）
中下发给学生，引导学生课后回家的这个时间，看视频，做相应

的预习题。并且学习通可以很方便老师统计资料学习情况，掌握
学生知识点的欠缺。预览的安排作业,老师应该从单词、阅读和
质疑方面入手；首先,在字词的预习上,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理
解和运用能力,尤其是对一些相似的意义的话,学生必须能够灵活
地使用提示。 

三、翻转课堂中要引导学生进行课堂讨论 
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应与学生互动，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对学生进行分组，从而保
证小组成员的能力基本一致。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
生主动学习的愿望。可以从别人的讨论和交流中得到启发，因此，
适当地组织讨论，效果往往很好。此外，在讨论中还将锻炼学生
的认知和思维能力。在组织讨论时，老师提供的材料,鼓励学生
大胆提问，发表自己的见解，尊重每个同学的发言，特别是平时
有困难的学生，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放开手，学生想说的让他们
说，有争议的让他们去思考。老师即时启发、引导然后归纳、总
结，给出自己的结论，给问题一个明确的结论。 

四、翻转课堂需要引入合理的评价机制 
评价主体的多元化。翻转课堂增加了家长的参与，学生和老

师之间的互动，以及与同龄人的合作。因此，翻转课堂的评价者
应该由不同的主体组成，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进行评价。学生也可
以互相评价。通过学生之间的相互评价，他们可以更有效地反思
自己，分享他们的学习经验。 

评价内容可以是多样化的。当然，教师要把握这种翻转课堂
教学方式的程度，关注进步明显的学生，及时给予积极评价。 

评价角度的综合性。翻转课堂学习评价不同于传统课堂学习
评价，需要翻转课堂课后活动和课堂活动采用不同的评估方式，
推翻了课堂学习评价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需要在各个方面的
学习过程，每一阶段的学习多角度全面的性能评价,不能偏颇。 

结束语： 
在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中，我们必须顺应这

一时代的教育要求，才能更好地教学学生。只有重视教学模式和
观念的改革，才能使所有的学生都得到更优良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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