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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依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ꎬ 融入成果导向教育理念ꎬ 基于学生能力培养的视角ꎬ 构

建教学目标链、 学习问题链、 互动交流链和效果评估链ꎬ 建立 ＯＬＩＡ 在线学习环ꎬ 提出在线翻转

课堂优化设计的实施策略ꎮ 通过对课程评估和能力评估的深度分析发现ꎬ 能力培养视域下的在

线翻转课堂教学设计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ꎬ 促进了深度学习发生ꎬ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信息获

取能力、 沟通表达能力、 自律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协作学习能力ꎬ 为在线教学的有效实施提

供了实践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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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转课堂是将教学任务中最容易的部分即知

识的传递移到课堂外让学生自主学习ꎬ 充分利用

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 学生和学生之间面对面

的机会进行积极的社会化互动ꎬ 实现深度学习ꎬ

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 创造性思维能力、 高

水平推理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等教育目标[１]ꎮ
这种教学模式源于 ２００７ 年美国科罗拉多州 “林地

公园” 高中的化学老师乔纳森伯尔曼和亚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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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斯的创新实践ꎬ ２０１１ 年以后迅速扩展至全球ꎮ
一些教学实践表明ꎬ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提升教

学质量和学生能力素质有较明显的效果[２]ꎮ
翻转课堂自 ２０１１ 年引入中国以后ꎬ 为现代课

堂教学系统注入了一股新的改革动力ꎮ 然而受我

国传统教育文化、 教育理念和现实教学条件等诸

多因素影响ꎬ 这种教学模式遭遇了本土适应性问

题ꎬ 对国内教学的影响有限ꎮ 这主要是由于翻转

课堂的实施要有网络化教学环境的支撑[３]ꎮ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ꎬ 全国上下开展了一场迄今

为止规模最大、 程度最深的在线教学应用实践ꎬ
创构出课内与课外、 线上与线下无缝衔接的互联

时空ꎬ 为翻转课堂的本土化发展创造了条件ꎮ 笔

者结合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实践ꎬ 基于学生能力

培养的角度ꎬ 研究构建信息化环境中具有实践指

导性的在线翻转课堂教学设计ꎬ 并给出具体的实

施过程和建议ꎬ 为信息时代的教与学提供新的思

路ꎮ 实践结果表明ꎬ 这种在线翻转课堂教学设计

真正贯彻 “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育理念ꎬ 有利于

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ꎬ 有利于促进教、
学、 管三方的深层次实时性互动ꎬ 有利于学生信息

素养、 沟通表达能力、 团结协作能力和学习能力的

提升ꎮ

　 　 一、 能力培养视域下在线翻转课

堂的内涵和理论

(一) 在线翻转课堂的内涵

在线翻转课堂是线下实体课堂翻转向线上虚

拟课堂翻转的迁移ꎮ 课前ꎬ 教师通过互联网发布

学习任务ꎬ 学生在线完成自主学习ꎻ 课中ꎬ 教师

和学生依托网络教室开展课堂教学ꎬ 实施在线研

讨ꎻ 课后ꎬ 师生通过在线平台组织教学效果评测ꎬ
开展答疑辅导ꎬ 进行教与学的反思等ꎮ 可以说ꎬ
在线翻转课堂中教学各环节完全通过在线的方式

实施ꎬ 与线下实体翻转课堂相比ꎬ 不变的是翻转

课堂的理念和环节ꎬ 变的是教学条件和环境ꎮ 信

息化教学环境为提升在线翻转课堂的教学效果提

供了更丰富的教学资源、 交互形式和工具手段ꎮ
在线翻转课堂带来了课程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组

织、 教学资源呈现、 学生认知过程和学习方法、
师生互动方式、 教学效果评测、 学习支持服务等

方面的系统性变革ꎬ 在信息时代体现出更加丰富

的新内涵ꎮ

(二)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ꎬ 知识是学习者在一

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ꎬ 借助其他人 (包括教师和

学习同伴) 的帮助ꎬ 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ꎬ 通过

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的[４]ꎮ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ꎬ
在线翻转课堂充分运用网络教学环境的便捷性、
灵活性、 实时性和大数据处理能力ꎬ 带来教学流

程的变革ꎬ 有利于学生知识结构的深层内化、 综

合能力的有效提升ꎮ 通过教学流程的翻转ꎬ 分解

知识内化的难度ꎬ 增加知识内化的次数[５]ꎬ 促使

新知识与已有知识体系多次发生作用ꎮ 学生在这

个课堂中不再是被动地接收知识ꎬ 而是作为认知

过程的主体ꎬ 通过完全参与教学全过程ꎬ 完成真

实的任务来建构深度知识ꎮ
(三)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

成果导向教育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简

称 ＯＢＥ) 是一种以学生的学习成果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为导向的教育理念ꎬ 认为教学设计和教

学实施的目标是学生通过教育过程最后所取得的

学习成果[６]ꎮ 它由 Ｓｐａｄｙ 等人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提出ꎮ ＯＢＥ 教育理念带来的变化是ꎬ 彻底摒弃以往

以教师为中心的课程体系构建方法ꎬ 围绕学生知识、
能力、 素质需达到的目标ꎬ 全面构建课程体系ꎬ 教

学过程的各要素均以促进学生发展为出发点[７]ꎮ
未来在线教学模式将向多元发展ꎬ 是开放、

弹性且注重交互的[８]ꎮ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ꎬ 应

着重培养学生五种能力ꎬ 即信息获取能力、 沟通

表达能力、 自律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协作学习

能力ꎮ 信息获取能力指通过各种途径查询、 筛选、
整理、 运用学习资源的能力ꎻ 沟通表达能力指积

极有效地运用文字、 语言、 图形或其他形式准确

表达个人思想的能力ꎻ 自律能力指约束自己行为、
抵抗诱惑、 减轻干扰、 合理使用时间、 做事不拖

延的能力ꎻ 自主学习能力指学习者根据个人学习

需求ꎬ 制订学习计划ꎬ 有效完成学习任务的能力ꎻ
协作学习能力是指学习同伴之间采用分工、 研讨、
辩论、 评估等形式ꎬ 充分论证所研究的问题ꎬ 共

同达成学习目标的能力ꎮ

　 　 二、 能力培养视域下在线翻转课

堂的教学设计

　 　 贯彻 ＯＢＥ 教学理念ꎬ 优化设计在线翻转课堂

教学过程ꎬ 创建教学目标链、 学习问题链、 互动

６４



　
汪泽焱ꎬ 等: 能力培养视域下的在线翻转课堂优化设计

交流链和效果评估链 (以下简称 “四链”)ꎬ 构建

ＯＬＩＡ 在线学习环ꎬ 是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提升学

生能力的有效策略ꎮ
(一) 教学设计 “四链”
以知识建构和学生多重能力培养为导向ꎬ 微

观设计在线翻转课堂每次课的教学环节ꎬ 形成教

学设计的 “四链”ꎬ 即教学目标链、 学习问题链、
互动交流链和效果评估链ꎬ 确保教学目标具体明

确、 教学内容清晰深入、 教学手段充分多元、 教

学效果量化可测ꎬ 促使 ＯＢＥ 理念的真正落地ꎮ
１ 以教学目标链为牵引

教学目标的设计是教学设计的首要环节ꎬ 在

线翻转课堂教学设计的逻辑起点是确定课程教学

总目标ꎮ 这个总目标要聚焦学生的能力培养ꎬ 着

力提高课程在培养学生能力上的贡献率ꎬ 兼顾考

虑学生个性发展诉求而制定ꎮ 在课程总目标框架

下ꎬ 分层制定单元教学目标和课堂教学目标ꎬ 形

成体系化的课程教学目标链ꎬ 层次递进牵引知识

建构的全过程ꎮ 各层目标依据布鲁姆认知目标分

类方法[９]ꎬ 从认知、 技能、 情感三个维度ꎬ 综合

考虑学习时长、 学生基础和内容的难易程度来合

理确定ꎬ 从学生角度进行描述ꎮ
２ 以学习问题链为主线

建构主义所阐述的学习就是基于真实问题情

境下的探索、 学习的过程ꎬ 问题构成了建构主义

学习的核心[１０]ꎮ 设计一系列有趣味、 针对性强、
挑战度高、 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是在线翻转课堂

有效实施的关键ꎬ 这些问题就构成了学习问题链ꎮ
学习问题链主要来自两条途径: 一是在分析教学

目标链的基础之上ꎬ 把教学重难点或其他知识点

转化为一系列问题ꎬ 环环相扣、 层层递进ꎬ 吸引

学生持续深入地思考ꎬ 提升学习积极性和思维品

质ꎻ 二是根据知识点和学生课前预习、 课堂学习

中提出的疑问ꎬ 总结出有探究价值的问题ꎬ 引发

学生对知识进行深化、 拓展和运用ꎮ 在线翻转课

堂以问题链为主线ꎬ 把传统的知识灌输转化为问

题导向的探索学习ꎬ 使学习者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建构知识ꎮ
３ 以互动交流链为手段

精心设计教学互动ꎬ 形成适用于在线学习的

互动交流链ꎬ 是让学生快速进入角色、 激发学习

状态的重要手段ꎬ 包括互动内容、 互动方式、 互

动范围、 互动频次、 互动持久性等[１１]ꎮ 围绕有效

达成学习目标ꎬ 在分析学习问题链的基础上ꎬ 结

合热点问题、 课程特色和学生实际ꎬ 创设多种互

动情境ꎬ 将由浅入深的互动设计贯穿在线教学过

程中[１２]ꎮ 以互动交流链为手段ꎬ 在教师的有效引

导和调控下ꎬ 各教学主体在全方位、 多层面的互

动交流中ꎬ 频繁而有深度地就各种学习问题展开

探究ꎬ 调动学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ꎬ 实现在线翻

转课堂的最佳效益ꎮ
４ 以效果评估链为检验

遵循 ＯＢＥ 理念反向设计原则ꎬ 在线翻转课堂

每一步教学设计都依赖于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价ꎬ
以便了解学习是否真正发生ꎬ 教学目标是否有效

达成ꎮ 在线翻转课堂中ꎬ 定位于培养学生多重能

力的效果评估链贯穿教学始终ꎮ 根据实际情况把

握课前、 课中、 课后不同时机ꎬ 采用多种方式对

学生知识建构、 知识拓展与运用、 多种能力形成

等学习效果进行评估ꎬ 成为促进教学的强有力策

略ꎬ 激发学生持续而有效地达成教学目标ꎮ
笔者在任教的 “逻辑学基础” 课程中ꎬ 通过

构建 “四链” 向学生清晰传达出每次课的教学目

标ꎬ 呈现课程结束后能解决什么问题ꎬ 提升哪些

能力ꎬ 使学生认同并评估反馈在课程全过程中所

取得的效果ꎬ 具体内容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逻辑学基础” 课程教学设计 “四链” 示例

第一章　 绪论

教学目标链

１ 课前: 能够说出 “逻辑” 作为词语的起源及意义ꎬ 复述中外逻辑学发展历程
２ 课中: 能够概括逻辑学研究对象的主要特征ꎬ 阐明概念、 命题、 推理之间的关系ꎻ 能够阐述逻辑学重
要发展阶段ꎬ 辨析东西方逻辑学异同ꎻ 能够领会逻辑对于规范思维和表达、 正确推理与决策的重要作用ꎬ
明确逻辑学的基本学习方法ꎬ 增强理性思维意识和能力
３ 课后: 能够结合课程目标和学习方法ꎬ 制定本学期的学习计划

学习问题链

１ 课前: “逻辑”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逻辑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 在逻辑学的发展史里ꎬ 东方和西方
呈现出怎样的脉络
２ 课中: 逻辑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各个对象之间有什么关系? 推理和论证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 逻辑
学的任务是什么? 学习逻辑学有什么意义和作用? 学好逻辑学有哪些方法
３ 课后: 你打算如何学习这门课? 如何提升逻辑思维能力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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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第一章　 绪论

互动交流链

１ 课前: 推荐一部学生喜爱的推理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

２ 课中: 分析逻辑现象ꎬ 研讨逻辑案例ꎬ 总结学习逻辑学的意义ꎻ 讨论生活和军事中有哪些典型的反逻

辑现象? 如何避免

３ 课后: 就国家对疫情控制的决策展开研讨ꎬ 体会按照逻辑规律进行正确思维对于科学决策的重要作用

效果评估链

１ 课前: 从信息获取能力、 沟通表达能力、 自律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协作学习能力五个方面进行自评

２ 课中: 绘制 “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之间的关系” 思维导图

３ 课后: 结合课程目标和学习方法ꎬ 制定本学期的学习计划

(二) ＯＬＩＡ 在线学习环

基于上述 “四链”ꎬ 将在线翻转课堂的学习流程

分为四个过程ꎬ 构成 ＯＬＩＡ 在线学习环ꎬ 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ＯＬＩＡ 在线学习环

１ 细化教学目标 (Ｏｂｊｅｃｔ)
教学目标的确定是在线翻转课堂教学发生的

基础ꎬ 决定了后续学习的顺利开展ꎮ 根据乔治
杜兰提出的 ＳＭＡＲＴ 原则[１３]ꎬ 将课程教学目标进一

步细化分解成每次课的教学目标ꎬ 将基于能力的

在线翻转课堂落地为清晰的教学方案ꎬ 便于教师

根据教学目标来组织教学过程ꎬ 让学生一目了然

这次课要学什么ꎬ 学了之后能做什么ꎬ 会形成什

么样的能力ꎮ
２ 开展自主学习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学生在课前的自学程度是翻转课堂知识建构

的基础ꎮ 在线翻转课堂所创设的学习空间中ꎬ 学

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开展课前自主学习ꎬ 掌握基础

知识ꎻ 课中围绕问题链进行主动学习和探究ꎬ 深

化知识建构ꎻ 课后通过协作式学习ꎬ 强化运用技

能ꎮ 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ꎬ 学生自我掌控学习进

度ꎬ 评估学习效果ꎬ 反思学习过程ꎬ 改进学习方

法ꎬ 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ꎮ 教师作为组织者和激

发者ꎬ 始终为学生提供助学支持ꎬ 及时解疑释惑ꎮ
３ 直播探究研讨 ( Ｉｎｑｕｉｒｉｎｇ)
在线翻转课堂通过将基础知识学习转移到课

前ꎬ 释放出直播课堂时间ꎬ 让学生在学习经验交

流与观点碰撞中创造深度知识ꎮ 教师依据学习问

题链和互动交流链ꎬ 设置有探究价值的开放性问

题ꎬ 促进学生之间互助讨论ꎮ 学生根据理解和兴

趣选择相应的探究题目ꎬ 研讨时结合个人知识经

验ꎬ 对问题加以理解ꎬ 从不同角度进行合作知识

的建构ꎮ 师生、 生生之间在充分的对话和探究中ꎬ
形成学习共同体ꎬ 在共同完成高阶层学习任务中

实现多重能力培养的目标ꎮ
４ 学习输出评估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课程评价的类型主要有诊断性评价、 形成性

评价和终结性评价[１４]ꎮ 依据教学目标链和效果评

估链ꎬ 分三个层次评估在线翻转课堂学习效果:
课前进行诊断性评价ꎬ 测评自主学习情况ꎻ 课中、
课后进行形成性评价ꎬ 全过程采集在线学习数据ꎻ
课终组织终结性考核ꎬ 综合考察知识运用能力ꎻ
最终根据学生各个阶段的评价结果认定综合成绩ꎮ
其中ꎬ 形成性评价由在线翻转课堂的各教学主体

共同完成: 一是学习者的自我评价ꎻ 二是学习同

伴互评ꎻ 三是教师对每名学生的学习过程作出整

体评价ꎮ

三、 在线翻转课堂的教学实践

到目前为止ꎬ 我校开设的本科课程 “逻辑学

基础” 完整地实施了一轮基于能力培养的在线翻

转课堂教学试点ꎬ 有效推动了在线教学模式的

创新ꎮ
(一) 教学实施过程

１ 搭建在线翻转课堂教学空间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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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组共同完成本课程的教学 “四链” 设计ꎻ
优化、 筛选、 整合并上传优质且有针对性的在线

学习资源ꎬ 包括教学课件、 教学微视频、 网络视

频资源、 文本资料、 推送的资源链接等ꎬ 用于支

持学生课前自学和课后拓展ꎬ 激发其学习主动性ꎬ
增强求知欲望ꎬ 提高学习效果ꎮ 制作 “学习任务

单”ꎬ 包括每次课的教学目标、 学习要求、 资源清

单、 评价标准等ꎬ 帮助学生高效完成自主学习任

务ꎮ 根据学习者和课程特点ꎬ 选择在线教学平台ꎬ
整合各种软件功能ꎬ 如采用 “腾讯课堂” “钉钉”
等为直播工具ꎬ 采用 “雨课堂” “问卷星” “微信

群” “ＱＱ 群” 等为辅助工具ꎬ 形成全面系统的教

学空间ꎬ 支持课前、 课中和课后的所有同步、 异

步教学活动ꎮ
２ 课前自学完成基础知识建构

课前ꎬ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和支持下针对本次

课的基础知识开展在线自主学习ꎮ 教师提前发布

“学习任务单”ꎬ 组织学生按照任务单上的要求逐

项落实自学任务ꎬ 提出问题ꎬ 进行诊断性评价ꎬ
根据评价情况选择扩展资料补充学习ꎮ 自学过程

中ꎬ 教师不断地根据学习情况进行及时指导ꎬ 适

当安排课前在线讨论、 答疑活动ꎬ 推动学生完成

自学任务ꎮ 通过课前组织高效自学ꎬ 学生掌握学

习资源中的基础知识ꎬ 总结出疑难点ꎬ 培养了信

息获取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和自律能力ꎻ 教师为

课堂直播教学的开展积累素材ꎬ 进行有针对性的

备课ꎮ
３ 课堂直播促进深度学习发生

课中直播探究研讨ꎮ 通过直播授课和互动深

化两个环节ꎬ 展开在线翻转课堂的讲解、 释疑、
研讨、 反思和升华ꎮ 直播授课是教师在直播平台

进行同步授课ꎬ 授课的重点是课程框架的建立、
知识点的串联、 自学所不能解决的高级目标和重

难点等内容ꎬ 并对学生课前学习中产生的共性问

题、 疑难问题进行精解、 点拨ꎬ 提升整体认知ꎮ
互动深化是运用 “屏幕共享” “连麦” 等功能进行

同步互动ꎬ 激发深度思考ꎬ 培养学生沟通表达能

力、 协作学习能力ꎮ 例如ꎬ 围绕互动交流链开展

在线研讨ꎬ 引导学生通过观点的相互碰撞ꎬ 使所

讨论的问题得到更深层次的挖掘ꎻ 组织部分学生

进行可视化的学习展示ꎬ 在学习经验的交流、 体

验与反思中达到对知识的内化及群体智慧的生成ꎮ
４ 课后巩固加强内化与迁移

课后是在线翻转课堂学习成果固化的重要阶

段ꎬ 通过评估反馈学习效果ꎬ 点面结合完善知识

建构ꎬ 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协作学

习能力ꎮ 一是根据课前自学、 课堂直播的体会ꎬ
梳理重构本堂课问题链和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ꎬ
绘制成思维导图ꎬ 与教师布置的配套练习或在线

测试一起ꎬ 作为学习成果在线提交ꎮ 二是根据评

估结果组织学生自主探究ꎬ 如基于项目的学习

(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小 组 协 作 学 习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等ꎬ 引导学生发挥各自专

长ꎬ 进一步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巩固和个性拓展ꎮ
三是利用微信群、 ＱＱ 群等交流软件继续进行与课

堂教学相关的、 更加深入的讨论ꎬ 或是其他不限

内容、 不拘形式的沟通ꎬ 促进学生对学习内容、
学习过程的巩固与反思ꎮ

(二) 教学效果

为了验证教学试点成效ꎬ 我们对课程满意度、
教学目标达成度、 能力提升认可度等内容进行了

调查、 对比和分析ꎬ 研究结果如下:
１ 翻转班的课程满意度和教学目标达成度较

高ꎬ 初步实现了教学改革的初衷

为进一步了解能力培养视域下在线翻转课堂

教学设计实施效果ꎬ 开课前和结课后我们对翻转

班学生 ５５ 人进行了问卷调查ꎬ 问卷回收率 １００％ ꎮ
将翻转班学生课前问卷调查对本课程的兴趣度与

结课问卷调查对本课程的满意度数据进行对比ꎬ ５
代表兴趣浓厚 /非常满意ꎬ ４ 代表有些兴趣 /满意ꎬ ３
代表一般ꎬ ２ 代表不感兴趣 /不满意ꎬ １ 代表令人头

疼 /很不满意ꎮ 从图 ２ 可以看出ꎬ 经过一学期的学

习ꎬ 翻转班学生对本课程满意度明显提升ꎬ 从 “兴
趣浓厚” 到 “非常满意” 的人数提升了 ３７ ５５％ꎮ

我们将课程总目标分解为 ５ 个选项ꎬ 组织翻转

班学生对教学目标达成度进行量化打分ꎬ 分值为 １
－ ５ꎮ 其中ꎬ １ 表示提升最小ꎬ ５ 表示提升最大ꎮ 结

果显示 (如表 ２ 所示)ꎬ 达成度较高的是选项 ２、 ３ꎬ

图 ２　 课前兴趣度与课后满意度调查对比图

均属于技能维度的教学目标ꎬ 中位数都是 ４ ０５ꎬ 说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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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本课程注重能力培养和思维训练的导向取得了

明显成效ꎮ 达成度较低的是选项 １、 ４ꎬ 中位数都

是 ４ ０２ꎬ 说明在线学习条件下ꎬ 学生的基础理论

知识掌握得还不牢固ꎬ 批判性思维能力还有待提

升ꎮ 该矩阵题各选项分差在 ０ ０３ 以内ꎬ 平均中位

数达到 ４ ０４ꎬ 说明从学生的视角来看ꎬ 翻转班课

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较高且总体均衡ꎮ
在教学过程中ꎬ 对翻转班和传统班分别进行

了三次线上测试、 一次线下期末测试ꎮ 按照统一

试卷命题、 规定答卷时间、 依托问卷星平台实施ꎬ
翻转班参考人数 ５５ 人ꎬ 传统班参考人数 ８７ 人ꎬ 测

试结果分别如表 ３ 和图 ３ 所示ꎮ

表 ２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

题目 /选项 １ ２ ３ ４ ５ 平均分

１ 能够阐释逻辑学理论中的基本
概念、 基本规律

１６ (３ １９％ ) ２３ (４ ５９％ ) １０６ (２１ １６％ ) １４４ (２８ ７４％ ) ２１２ (４２ ３２％ ) ４ ０２

２ 能够提高思维的准确性和敏捷
性ꎬ 掌握准确表达、 合理论证的
基本技能

１４ (２ ７９％ ) １９ (３ ７９％ ) １０５ (２０ ９６％ ) １５４ (３０ ７４％ ) ２０９ (４１ ７２％ ) ４ ０５

３ 能够运用演绎推理、 归纳推
理、 类比推理等逻辑方法ꎬ 分析
军事应用或日常生活中的典型逻
辑问题

１４ (２ ７９％ ) １８ (３ ５９％ ) １０７ (２１ ３６％ ) １５２ (３０ ３４％ ) ２１０ (４１ ９２％ ) ４ ０５

４ 能够识别和反驳逻辑错误ꎬ 预
防和揭露诡辩ꎬ 形成批判性思维

１６ (３ １９％ ) ２１ (４ １９％ ) １０７ (２１ ３６％ ) １５０ (２９ ９４％ ) ２０７ (４１ ３２％ ) ４ ０２

５ 能够培养理想思维素养和创新
意识ꎬ 自觉运用逻辑分析工具学
习和理解后续专业课程知识、 解
决实际问题、 服务职业发展

１７ (３ ３９％ ) １８ (３ ５９％ ) １０７ (２１ ３６％ ) １４８ (２９ ５４％ ) ２１１ (４２ １２％ ) ４ ０３

表 ３　 翻转班和传统班平时成绩

在线教学模式 平均分 １００ 分 ９０ － ９９ 分 ８０ － ８９ 分 ７０ － ７９ 分 ６０ － ６９ 分 不及格率 标准差

翻转 ８０ ８３ ０ ５ ２６％ ５６ １４％ ３３ ３３％ ５ ２６％ ０ ６ ５７

传统 ７４ １０ ０ １２ ７６％ ２８ ２８％ ２５ １７％ １８ ９６％ １４ ８３％ ６ ６２

图 ３　 翻转班和传统班期末成绩

　 　 从三次平时测试成绩对比来看ꎬ 翻转班的平

均分比传统班高出 ６ 分ꎬ 标准差相差不大ꎬ 除优秀

率和不及格率不及传统班外ꎬ 其余指标都是翻转

班较高ꎬ 显示出翻转班的整体学习效果更优ꎮ 从

期末测试成绩对比来看ꎬ 翻转班优秀率和良好率

都明显高于传统班ꎬ 说明在线翻转课堂对学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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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成绩的提升比传统课堂更具优势ꎮ
２ 翻转班学生多种能力提升认可度高ꎬ 初步

实现了在线翻转课堂对能力培养的目标

从图 ４ 可以看出ꎬ 翻转班超过 ５０％ 的学生认

为ꎬ 通过在线学习ꎬ 有效提升了信息获取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和协作学习能力ꎬ 说明在线翻转课

堂中ꎬ 课前自学、 直播研讨、 协作学习等活动的

组织对学生这几方面的能力培养效果明显ꎮ 对比

翻转班和传统班的数据ꎬ 翻转班学生对自我能力

提升的认可度更高ꎬ 其信息获取能力、 协作学习

能力的数据大幅度高于传统班ꎬ 只有自律能力略

低于传统班ꎮ

图 ４　 翻转班与传统班能力提升认可度对比

　 　 在翻转班学生主观评价中ꎬ 所有学生都对此

课堂给予了肯定ꎮ 从表 ４ 整理的主要观点中可以看

出ꎬ 学生在参与在线翻转课堂的过程中ꎬ 激发出

与传统课堂被动接受知识完全不同的学习状态ꎬ
验证了这种教学模式是卓有成效的ꎮ

表 ４　 翻转班课堂接受度学生主观评价

观点 １ 自己成了课堂的主角ꎬ 增强了学习自信

观点 ２ 课前充分自学才能更好地适应课堂

观点 ３ 协作学习中的思维碰撞会激发我的学习热情

观点 ４
在互联网搜索、 筛选、 运用学习资料的能力明显

提升

观点 ５ 不再一味接受ꎬ 敢于质疑ꎬ 敢于批判

观点 ６
通过与老师同学的充分讨论ꎬ 能够加深对知识的

理解

观点 ７
在一定的竞争压力下ꎬ 学习的自觉性能够得到

保证

观点 ８
希望一直保持下去ꎬ 对学校人才培养有很大的助

推作用

四、 总结与反思

本文立足提升人才培养成效、 创新在线教学

模式的时代需求ꎬ 提出了能力培养视域下的在线

翻转课堂优化设计和运用流程ꎬ 并采取问卷调查

和量化研究的方式验证该教学设计运用于教学实

践的针对性和实效性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 能力培养

视域下的在线翻转课堂教学设计破解了在线教学

师生 “时空” 分离的现实困境ꎬ 增强了学生的主

体地位和主动学习意识ꎬ 提升了在线教学的质量

与效益ꎬ 教学由知识传授向能力提升的改革目标

正在逐步实现ꎮ 最大的实践收获是能够帮助学生

养成探索的习惯、 表达的愿望、 合作的精神、 创

新的意识ꎬ 以及指导学习的后续能力ꎬ 这些能力

促使他们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ꎬ 这对于未来人才

培养十分必要ꎮ 因此ꎬ 这种在线翻转课堂既为远

程学习提供了新模式ꎬ 又为职业教育提供了新

样板ꎮ
但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ꎮ 教的方面ꎬ

在线翻转课堂对教师课程知识掌握、 教学设计能

力、 信息化教学能力有较高要求ꎬ 加上这种新型

教学模式实施时间较短、 师资力量不足、 可借鉴

案例较少等因素ꎬ 还需通过不断实践ꎬ 积累经验ꎬ
逐步完善ꎮ 学的方面ꎬ 学生课前、 课后自主学习

情况虽然较之前有较大改善ꎬ 但仍然有少部分学

生不够积极或状态起伏较大ꎮ 究其原因ꎬ 主要是

学习基础参差不齐、 传统讲授式学习习惯难以在

短时间内改变、 居家在线学习诱惑较多等ꎮ 管的

方面ꎬ 现有的信息化教学技术ꎬ 还难以全面监测

学生在课前、 课中、 课后的有效学习行为ꎬ 并照

顾到每位学生的个性化、 差异化学习需求ꎮ
当今世界可能正在经历一个全球最大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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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工程和一个师生信息素养提

升培训工程[１５]ꎮ 因此ꎬ 要使在线翻转课堂在信息

技术、 人工智能加速影响教育教学的将来发挥更

大的作用ꎬ 还需要不断地探索与总结ꎬ 在持续的

教学实践中完善教学设计的各个环节ꎬ 更加高效

地促进学习者的有效学习行为ꎬ 向不同需求的学

生提供定制化的学习支持ꎬ 对学习成果进行科学

评价ꎬ 从而帮助每个个体达成目标ꎬ 最终实现

ＯＢＥ 理 念 所 期 待 的———所 有 学 习 者 均 成 功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Ａｌ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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