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才，我听了胡学平校长的一节翻转课，听了参加实验的学校代表

发言；胡学平校长课上的很精彩，大家发言讲的也很好。下面就翻

转课堂实验改革，谈几点感受。 

一、翻转课堂是对传统课堂的全面改革 

 翻转课堂作为一种产生于美国的新的教学模式，近年来迅速在

我国成为又一重大课堂教学改革的象征性符号；它发展迅猛，已呈

现“燎原”之势。翻转课堂缘何在中国如此迅速火热？什么是翻转

课堂？翻转课堂翻转了什么？这些都是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应该

思考的问题。 

所谓“翻转课堂”，是指把“老师白天在教室上课，学生晚上

回家做作业”的教学结构翻转过来，构建“学生白天在教室完成知

识吸收与掌握的知识内化过程，晚上回家学习新知识”的教学结构。

我认为，翻转课堂的核心问题，就是它是对教学流程的再造——尽

管翻转课堂会涉及到内容的存储。一是翻转课堂对课堂教学的形式

结构进行了颠倒，由传统的“课堂讲解＋课后作业”颠倒为“课前

学习＋课堂研究”，与此相对应的先教后学的传统教学流程就颠倒

为先学后教；二是翻转课堂改革了课堂教学的实质结构——教师、

学生、教学内容的关系及空间结构，翻转课堂中，教师由传统的讲

台上的权威，成为学生自主学习的指导者，学生真正地回到了学习

的中心，成为知识的建构者；三是信息技术的使用，扩大了传统意

义上“教”与“学”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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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们的课堂教学改革基本思路就是对传统“教师中

心、教室中心、知识中心”的颠覆，但主要集中在“课上”，对于

从“课上＋课下”整体课堂观进行的改革尚未普遍触及。翻转课堂

这一课堂形式的新变化，无异于是对传统课堂发生的一次深度裂变，

为我们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二、翻转课堂实施中要谨防“技术至上”误区 

翻转课堂是由信息技术触发而且靠信息技术支撑的新的教学模

式，在翻转课堂的教学流程中，供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师授课的“微

视频”，成了翻转课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需要信息技术的深

度介入以实现文本、图像、照片、动画、数据等教学信息在电脑、

Pad 等终端的可视化呈现，将课前与课上的时空限制打破并翻转过

来。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结构变革中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它为翻

转课堂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全方位的交互形式。 

我认为，翻转课堂是教育信息化的高级版本。如果说教育信息

化最基本的追求是信息的传输，那么再到一个高度就是可以把信息

通过信息化传输到一些接收不到的地方，比如说远端、远程教学，

那么更高一个阶段就是翻转课堂。如果说，过去我们在课堂上利用

信息化手段叫电化教学，这个电化教学为什么它没有产生一些革命

性教育变化，我看核心问题就是把技术（信息技术）当作辅助手段。 

无论是历史的经验还是当下的理论和实践，均能证明，如若将

教育教学改革完全寄托在信息技术层面，不仅是不理智的，也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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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 

纵览在我国发生频繁的诸多教学改革风潮——这些风潮中，我

们不乏新的理念、新的模式，也不缺改革的勇气和决心，——为何

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课堂教学的痼疾？尽管在后来的反思中，我们找

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决定课堂改革的关键因素——教师，概莫

能外地被纳入影响教学改革成败的关键要素之中。审视当下的翻转

课堂实践，有些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领导，将打造丰富的、优质的

微视频或微课资源作为翻转课堂推进的“重”中之重；他们认为，

如果优质的微课资源覆盖了中小学大部分学科的大部分内容，诸如

包括几乎全部的学习重点、难点、疑点内容，而且这些资源能够共

享，即便某些教师缺乏微课制作的时间和能力，那么，学生在家长

或学校的督促下，课前自学微课，到了课堂上教师就不必重复讲解，

主要进行答疑解惑、组织讨论、强化练习、安排活动，传统的课堂

教学结构自然而然就被翻转过来了。这种将信息技术凌驾于教师之

上甚至可以取代教师实现课堂翻转的想法和做法，尽管是有市场的，

但却是不理智的。 

我认为，翻转课堂中教师和学生角色的颠倒使得教师责任更大

了，更需要教师的责任心、爱心和专业技能。因此，可以断言：没

有教师的观念转变、能力跟进、躬行践履，就没有翻转课堂的成功；

“物化”的资源建设固然重要，实践中教师的“专业支持”更为关

键。因此，决定课堂改革的关键因素——教师，在这场改革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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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更多的能力提升；教师专业成长的内容，要得到更大的丰富。 

三、信息化时代课堂教学中要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 

今天对于胡学平校长讲的课，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正面的我就

不评价了，但是我注意到胡学平校长课堂教学中，知识深度和宽度

的关系把握的较好。我想，信息化条件下的教学改革要注意处理好

三个关系： 

一要处理好深度和宽度关系。这是我们必须要把握的，不同的

年级、不同的年龄阶段学生要有不同的体现。信息化时代容易把知

识变得很宽泛、很杂，但是在深度上面会有所疏忽。以数学为例，

常态下的数学老师在黑板上演算，解题技巧会讲得很多，哪个地方

一点点、小拐拐都讲得很清楚。进入信息时代以后，信息量比较大，

这就要求教师在海量的信息中，如何去关注一定的知识深度——因

为这影响到他们学生的考试（我们也要关心考试，关注学生的成绩）。

我们希望翻转课堂能够把学生真正的素质能力提高——当然，它不

是一个学期就能看出效果的——也许通过这个阶段的翻转课堂培养

出来的学生，在解决各类问题，甚至包括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间，

他的思维方式都有所改变；那么，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就是

我觉得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宽度关系差别，一定要处理好。 

二是要处理好灵活和规范关系。传统的教学，一般严谨规范，

但灵活性、趣味性不够。信息技术应用后，教学形式和手段灵活多

样了；但同时，我们要注意不能因为灵活过度而导致教学内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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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散乱，破坏了知识的系统性传授。最近我在合肥学校听了一位

新疆班老师的课，讲的也是高一的课，是一元二次方程，一元二次

不等式。我感觉他的整个教学体系是规范有序的，但灵活不够。我

认为课堂教学灵活性是非常需要的，因为灵活性是激发学生思维的

很好的方式。你们当校长的可能都有这样体会，凡是在学校里面，

好动的、爱打打球的——不管球打得怎么样，这些学生不会是差学

生；虽然他学习成绩也未必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他绝对不会是差

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在信息化的时代能够做到，但我们要把握一点：

不要把灵活性变成一个散漫的、变成一个抛光的、变成一个万精油

的东西，看起来，在课堂上小孩说出话来像是啥都懂：从宇宙到分

子，从国际到国内，一来真格的，啥都不懂。我认为，灵活利用信

息化，要更加强化课堂教学的灵活性，这个还是需要的。 

三是要处理好引导和思考的关系。信息化时代，翻转课堂中如

何体现教师的引导与学生的思考？过去传统的教学方式，学生在班

级听老师讲，讲完之后回去通过做作业来消化；翻转课堂改变了这

个流程：翻转课堂首先在课前就已经把学生的主动性突出出来，课

堂上更多的是教师在解说和生生、师生的互动。这种互动不是“你

问我答”的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互动”，那是老师对课堂的把握：

怎么引导才能让学生在课堂上最大化达成学习目标？平时教学，我

怎么让学生去思考的？假如不用翻转课堂我能这样做吗？如果平常

教学，我就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何苦要用翻转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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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接受知识来看，如果不用信息技术手段，今天的课堂很

难实现“当堂练习消化、个性化解惑、师生和生生互动，学生深度

学习”等，因此，我们一定要用翻转课堂做“我过去想做而做不到”

的事情，而且效果达到“想达到姑且达不到”的境界！这，可能就

是我们要研究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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