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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转课堂”是一种新颖而有效的教学方法，而好的学案能为提高

翻转课堂效率架设一座便捷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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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学习丰富的知识，它催生
了“翻转课堂式”教学模式。翻转课堂式教学模式，是指重新调
整课堂内外的时间，由学生在课外完成知识的学习，而课堂变成
了教师学生之间和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的场所，包括答疑解惑、
知识的运用等，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从而达到更
好的教育效果。 

在这种教学模式下，课堂内的宝贵时间，学生能够更专注研
究解决学习中面临的问题，从而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教师不再
占用课堂的时间来讲授课本知识，这些课本知识需要学生在课前
完成自主学习，他们可以看视频讲座、听播客、阅读功能增强的
电子书，还能在网络上与别的同学讨论，能在任何时候去查阅需
要的材料。 

为了让翻转课堂中每一节课既有实效性，又有高效性。教师
有必要研究翻转课堂学案设计。学案，是指教师依据学生的认知
水平，知识经验，为指导学生进行主动的知识建构而编制的学习
方案。学案实质上是教师用以帮助学生掌握教材内容，沟通学与
教的桥梁，也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建构知识能力的一种重要媒
介，具有“导读，导听，导思，导做”的作用。 

翻转课堂生物学案设计时应注意以下原则： 
（1）目标化原则 
翻转课堂中从"教案"到"学案"的转变，必须把教师的教学目

标转化为学生学习的目标，把学习目标设计成学习方案交给学生.
根据学生现有知识，自学能力水平和教学要求，参照各方面信息，
制定出一整套学生自学的"学案"。其特点是：教学重心由老师如
何"教"转变为学生如何"学"，要具有预先性和指导性。依据课程
标准拟定的翻转课堂学习目标，一般分为三个层次：了解、理解、
综合应用。通过学习目标，使学生对将要学习的知识有一个整体
的宏观认识，让学生自学时目标明确。 

（2）问题化原则 
翻转课堂教学视频都针对一个特定的问题，有较强的针对

性，视频的长度控制在在学生注意力能比较集中的时间范围内，
这样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征；而且教学视频具有暂停、回放等多
种功能，可以自我控制，有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同时，设计学
案，将知识点转变为探索性的问题点，能力点，通过对知识点的
设疑（以问题形式设计成题组），质疑,释疑，激思，培养学生的
能力品质和创新素质。问题设置要有一定的发散空间。学案在设
置问题、提供素材时，要给学生留出探究问题的空间，能引导学
生积极质疑问难，甚至鼓励学生用重新组合的材料来思考新的问
题，寻找出解题思路，领悟出题意图，这对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极大。如，在设计《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
这一节的学案时，提出：松的球果是不是果实？银杏的种子叫什
么？银杏有没有果实？使学生在释疑中掌握知识点。 

（3）参与化原则 
在翻转课堂学案设计中应考虑让学生进行参与性学习.通过

学案创造人人参与的机会，激励人人参与的热情，提高人人参与
的能力，激励人人参与的意识，让学生在参与中学习。以前的教
学模式，学生光上课听老师讲，不看课本，基础知识不牢固，有
时上课注意力还不集中；翻转课堂通过预习环节让学生人人参
与，充分阅读课本知识，理解课本内容，夯实基础，让学生自己
掌控学习，培养学生自主管理的能力，提高学习效能，使学生向
个性化发展。 

学案设计具有一定隐蔽性的思考题或情境（即“布雷”），引
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探索（即“探雷”和“排雷”），使他们成为知

识的“探究者”和“组建者”，使他们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增长
获取知识的技能。如，设计《细胞通过分裂产生新细胞》学案时，
请同学用恰当的图表形式表现细胞，细胞核，染色体，DNA 之
间的层次关系。通过这种开放性的设计，鼓励学生人人参与。 

（4）方法化原则 
在翻转课堂学案设计中应强化学法指导。通过学案，使教学

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同时注意学法指导的基础性与发展
性。学案中所介绍的学习方法主要是针对所学内容设计的，一般
包括巧妙记忆，换角度理解，实践运用，实验探究等。这些方法
是课本上没有的，需要教师深入备课，研究课本，总结自己的教
学经验，精心编排。教师在设计本部分内容时，要用学生的眼光
看教材，用学生的认识经验去感知教材，用学生的思维去研究教
材，充分考虑学生自学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思维问题，然后介绍给
学生实用的学习方法。如设计《制作并观察植物细胞临时装片》
的学案时，明确指出可以采取巧妙记忆方法来学习方法步骤：擦、
滴、撕、展、盖、染。再如，设计《练习使用显微镜》学案时，
介绍给学生平面旋转 180 度法，来判断显微镜下看到的物像。 

（5）层次化原则 
在编写翻转课堂生物学案时应该将难易不一，杂乱无序的学

习内容处理成有序的，阶梯性的，符合每阶层学生认知规律的学
习方案，从而达到提高全体学生素质，全面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实现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的统一。学案的编写应该充分考虑和适
应不同层次学生的实际能力和知识水平，使学案具有较大的弹性
和适应性，由浅及深，层层深入。如，设计《果实和种子的形成》
的学案时，先请学生猜谜语，“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白胖
子”，再深入整个花生属于什么器官？由花的那一部分发育而
来？接着提问，花生壳是什么？由花的那一部分发育而来？红帐
子是什么？由花的那一部分发育而来？白胖子呢？花生粒呢？
在此基础上，请学生用图表的形式表示果实的各部分与花的各部
分之间的联系。 

（6）反馈化原则 
在翻转课堂"学案"的 后，还要有对学生自学探索后的反馈

巩固训练。学生层次不同，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较大差
异，自学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许多各个层面的新问题，帮助学生及
时从练习中发现这些问题并进行及时的正确的引导，对培养学生
的主体意识和思维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反馈训练有选择题，填空
题，材料解析题和问答题等多种形式。训练题的设计，要体现出
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既要有基础知识的检验，又要有基
本技能的训练。提倡多种题型合理搭配，题目编排由易到难，控
制习题数量，按容易题：中等题：高档题为 7:2:1 的比例来编写，
为兼顾程度较高的学生，可适当编拟一些选做题，拓宽他们的知
识视野，提高学习水平。 

互联网时代，“翻转课堂”是一种新颖而有效的教学方法。
“翻转课堂”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单纯的考试机器，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比起教授知识本身更重要。学生不再是课堂上被灌输知
识，而是在课堂上参加各种有意思的教学活动。这些教学活动的
前提就是学生必须提前（比如通过微课）学习明白学科知识。而
好的学案能为提高翻转课堂效率架设一座便捷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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