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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信息技术课内翻转教学模型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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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构建出高中信息技术课内翻转教学的模型，此模型把以往传统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当中课前学习的过程放在了课

内的前段时间，打破以往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当中课外自学缺少监督局面。本文提出课内翻转课堂教学模型，再叙述二、高中

信息技术课内翻转教学模型的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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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当中提出，课程教学

应当充分地运用到现代信息技术，让学生们可以适应信息化

的学习，尤其是高中学生需要积极地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展开

自主学习，因此，怎样有效开展高中信息技术的课程教学，

提升课堂教学的效率，才是摆在广大高中教师面前难题。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实践效果为教师解决了这个难题并提供思路，

但是在高中的阶段，常规翻转课堂教学的模型会受各种因素

影响很难得到实施，需要寻找崭新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型。

一、课内翻转课堂教学模型的提出

翻转课堂教学模型强调学生们“先学后教”，即学生们可

以通过上课之前在家或者课堂之外均能够观看教学的视频，

以此来完成对知识的自学，在课堂上，师生能够通过面对面

的交流，一起完成教学的任务。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优势在

于教师从知识的引导者以及传授者转变程学生们学习活动的

促进者以及参与者，学生们成为了课程学习的主体，他们学

习基础知识在课外，内化的知识在课堂。这种新型教学模型

正受到教育工作者的关注，课内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就是把翻

转课堂教学当中课前自主学习转移到课堂中，即将一节传统

的课堂分成了前、后两个部分，课堂的前一部分，学生的自

主学习环节移至课堂前段，把学生的“先学”放入到课堂中，

让学生们自主学习的行为在教师监督下展开，提升学生们自

学的有效性，而且自学、练习以及讨论等均能够在课堂中完

成，使得基础知识的掌握更具连贯性，解决“先学”当中遗

忘的问题。同时在设计模型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当中均会说

明学生以及教师活动的情况，明确了教师应当做什么，课内

的教学要怎样进行；明确学生在课堂前段、课堂后段的活动，

增强模型在实际应用中的可操作性。课内翻转教学模式变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中的“先学后练，课堂解决”为“边学边练、

当堂解决”。如下图 1 所示。

图 1　课内翻转教学的模型

在该教学模型当中，运用到圆形的结构，以此来代表着

整节课堂，构建出主体的框架，突出来展现课内翻转课堂就

是在一节课堂内来实现的，这不同常规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型，

可以充分地体现出课程教学的循环性以及前后基础知识学习

的相关性，同时还可以能很好体现每一个环节的顺序性，便

于实行以及理解。为“课堂前段的学习”以及“课堂后段的

活动”这两个部分，由学生以及教师一起完成。在图 1 当中
中，外圆环代表着教师应当执行的步骤，内圆环代表着学生

们学习的流程。

二、高中信息技术课内翻转教学模型的应用策略

（一）课堂前段的学习

在课堂前段的学习部分中，学生才是课堂教学的主体，

教师只是在其中起到辅助的作用。教师需要准备好相关知识

点的微视频，由于其学习应当让学生们既可以观看视频，又

可以记笔记，这就会要求教师对微视频制作副本。同时运用

到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来构建出学习的平台，学生们能够在

自主的学习过程当中，有利于相互之间展开交流的活动。在

学生们学完之后立即展开针对性的练习，对练习过程当中存

在的问题，要求学生们自行思考及回顾学习，仍未能解决的

问题，需要寻求小组进行帮助。在课堂前段学习环节中，教

师也并非什么事都不做。教师的监督、引导和参与仍将贯穿

于这一环节的全过程。教师在监督参与中要能及时发现学生

学习中的问题，才能在解决问题时更有针对性性，并且有效

地解决学生在观看教学视频进行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因意志

力薄弱而无法完成自学任务的问题。教师通过巡视辅导、引

导监督，能很好地推进课堂进程，使学生的自主学习更加

有效。

（二）课堂后段的活动

高中教师在课堂后段的活动过程当中，需要按照巡视过

程当中发现问题以及学生们所提出来的问题，组织他们进行

小组讨论，引导高中学生内化的知识。通过教师与学生之间

的有效沟通，使得学生们个性化的学习转变成有序归纳，充

分地发挥出高中教师主导作用。倘若只是依赖于学生自主，

明显很难真正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教师的适时提示点拨，

能够让学生们学习的效果更明显。同时在该环节当中，课堂

就是按照学情的变化而生成的，教师应当按照课程教学设计

过程当中的预设，从学生们发展的角度考虑，精心设计，充

分地发挥出来师生之间智慧，通过交流以及互动生成拥有活

力的课堂。师生教学相长，使得课堂更加具有高度的开放性，

从而使得课堂的教学更加更加有有实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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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效果测评

教学效果测评分为课堂总结、课堂评价以及课后反思这

三个部分。课堂的总结以及课堂的评价就是对学生们学习知

识以及其学习表现的总结，还能够生活高中学生学习的知识。

高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进行合理地总结，便于教师可

以及时地完善教学内容以及方法。课堂教学的效果除了能够

使得教学效果得到提升之外，还可以增强高中学生自主的学

习能力，让他们能够在自主学习过程当中可以学习许多知识。

教学效果测评需要从教师课程教学过程当中依旧学生学习质

量这两个方面展开测评的工作。在此教学模型之下，教学效

果的测评需要从结果以及过程展开多元化的测评。如下图 2
所示。

图 2　成绩测评图

（四）教师学习资源的准备工作

对于课程当中应当侧重理论内容，问题的设计从两方面

着手：一是学习材料当中具有哪些内容。这就是让高中学生

从全局着手。二是知识点，特别是课程教学的重难点。将两

者有效结合，可以让学生们自主学习效果较好。对偏重实践

课程的内容，应当综合设置的问题以及操作任务。操作的任

务应当多于问题。同时考虑学生们层次的差异性，任务需要

分程基础任务以及拓展任务，并需要在学习任务的位置设置

超链接，有利于学生们进行查看。学生在自主学习阶段依据

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观看的内容，安排学习的进度，完成相

应的任务。这样就能使全体学生都能进行对基础知识的学习，

同时又可以兼顾层次较高的学生，使得全体学生在学习中都

有事可做，这也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

练习题供学生们在自主学习之后检测用，通过练习操作，

发现学习过程当中问题。练习题设置应当充分地考虑到他们

已有的认知结构，合理设计习题难度，不仅让习题具有层次，

还不会让学生们陷人入题海中，有利于激发出他们学习的兴

趣。此外，微课制作应当结合到实际的教学目标，对于知识

点的讲解要简单明了。每节课基础任务的数量大概是三个左

右，不能够超过五个，时间需要控制在两分钟左右，防止学

生们看视频过程当中产生厌烦的情绪。

三、结论

课内翻转课堂教学模型的构建，突破以教师作为中心方

式，强调学生们的自主学习，同时形成了一种互帮互学全新

的模式，尤其对学困生的学习帮助有很大。通过课内翻转课

堂教学模型的有效尝试，笔者能够深深地感受只要方便学生

们的发展，符合学情课程教学的模式，这样一来，才可以真

正地检验出教学模式好与坏的标准。

参考文献：

［1］李焱杰 . 高中信息技术课内翻转教学模型的应用研

究［J］. 中学教学参考，2020，（27）：26-28.
［2］陈儒玲 . 高中信息技术课程“课内翻转”教学模式

设计与实践研究［D］. 导师：李子运 . 江苏师范大学，2016.
［3］陈儒玲 . 高中信息技术课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设计

与实践研究［J］. 中小学电教，2016，（04）：22-23.
［4］朱锦秀 . 微课在高中信息技术“课内翻转”教学

模式中的应用——以“E 书签制作”为例［J］. 吉林教育，

2015，（2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