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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几年时间，翻转课堂就从星星之火变成了燎原之势，一大批中小学校陆续试水翻转课堂，
甚至有的校长觉得如果不搞翻转课堂就好像跟不上时代潮流一样。与此同时，很多正在探索翻转

课堂的学校也感到“骑虎难下”，在实践的过程中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并由此产生了新的

困惑：翻转课堂的优势是什么？能不能提高教学效益？到底什么才是成功的翻转课堂？也有人开

始质疑翻转课堂，有的老师甚至戏言：“翻转课堂就是翻船课堂，一不下心就会翻到沟里。”可以

看出，翻转课堂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未来将会走向何方？需要我们重新加以思考。 
    两种典型的问题 
    目前，翻转课堂在实践中存在两种比较典型的问题：一种是“旧瓶装新酒”，即将传统的“先
教后学”或“边教边学”改为“先学后教”。学生利用课外时间观看录制好的微课，课内则在教

师帮助下解决问题和内化知识。这样一来，学生在课外就掌握了大量知识，具备了与同伴或师长

开展对话的基础，这为课堂上的深度互动提供了前提。可现实是，只要学生回到课堂，很多教师

仍会采用传统方式进行灌输式教学。甚至有的教师认为，学生在课外已经自学了，课内时间更应

该留给教师，这样就可以讲更多的内容。 
    第二种是“用微课取代教师”。翻转课堂一般都需要教师为学生在课前准备好微课，供学生
在课外开展自主学习，这些微课往往是教师费了相当大的心血制作出来的，是针对某个知识点的

精彩讲解。为了体现翻转课堂的“特点”，教师刻意抽出时间在课堂上播放微课。于是，有限的

课堂时间变成了微课联播，教师则当起了“甩手掌柜”。实践证明，这两种教学方式都难以达到

预期目的，看似实现了“翻转”，实则丢失了翻转课堂的“灵魂”。第一种教学方式的本质是借“翻

转”之名，行“灌输”之实；第二种教学方式的本质是课堂被新技术所绑架，用前期录好的微课

来代替充满活力的教学对话，这无异于舍本逐末。不可否认，翻转课堂需要新技术的支持，但技

术不是决定翻转课堂成功与否的关键，其核心是把课堂真正还给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获得感。 
    翻转课堂倡导把学生能够自己学会的内容全部交给学生，由学生自主学习来完成。学生自己
学不会的或是需要进一步挖掘的内容，再由教师引导或师生互动来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转

课堂是对启发式教学的回归和再认识。启发式教学的思想发端于《论语》，是孔子关于教学方法

的重要论述之一，其核心就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愤”是指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

处于想了又想却想不明白的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加以指导，帮助学生

打开思路，这就是“启”。“悱”是指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思考，但尚未融会贯通，

处于想说又说不明白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准确的语言表

达出来，这就是“发”。启发式教学思想深刻揭示出学习遇到问题时的正确处理方法。所以说，

翻转课堂的核心不是对教学环节、教学流程和教学时间的翻转，而是对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翻

转。 
    教学理念更需“翻转” 
    翻转课堂不仅需要对传统的固定教学环节进行调整，更需要对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进行改
造。教师要给予学生更多的信任和自由，把知识传授的过程放在课堂外，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

方式来接受新知。把知识内化与思想提升放在课内，通过师生互动实现更深层次的学习。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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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形式的翻转而言，教学理念、教学方式和教学结构的转型更加重要。一是教学理念的转型，

这意味着教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发展的引导者，从居高临下的权威转变为“平等的首

席”，教师应该成为引导者、促进者和课程开发者；二是教学方式的转型，这意味着教学要从讲

授式和灌输式中跳出来，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定教，变教为导，激活学生的主体意识，提

高学生在教学中的参与度，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三是教学结构的转型，这意味着要对传

统的教学结构进行系统性变革，尤其是对传统班级授课制进行改造，将整齐划一的教学转变为开

放、灵活、尊重个性、满足差异的教学。理想状态下，翻转课堂可以打破 40或 45分钟的固定课
时安排，跨越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催生出一种全新的、更人性化的课堂教学形态，甚至会对

学校的组织形式产生影响，而这才是翻转课堂背后所蕴含的变革力量。 
    比如，我们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以长短课形式灵活开展翻转课堂，这样就可以解
决很多教师在开展翻转课堂教学时遇到的“有些课讲不完、有些课却没得讲”的问题。同样，我

们也可以从学生经验出发，以真实任务来统整散落于多门学科中的相关知识点，利用翻转课堂开

展全学科教学或主题式学习。学生在课前针对主题进行广泛的自主学习，课内则在教师的引导下

开展深入的探究学习，从而实现课程结构重组和学习流程再造。所以，翻转课堂不能停留于对传

统教学弊端的缝缝补补，它的未来应是在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创设一种富有活力、

充满生机、灵活创新的新型教学形态，帮助每一位学生获得充分自主的学习机会，让他们既能自

定步调进行个性化学习，又能在需要帮助时得到教师的针对性指导，实现教与学的和谐共融，从

而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总之，只注重形式上的“翻”，不注重理念上的“转”，只会让翻转课堂的路越走越窄，直至
无路可走。我们必须打破传统思维定势，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推动教学结构的整体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