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转课堂在物理教学中的作用 

摘要：构建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一种构建过程，学习

者在一定的学习环境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

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知识。翻

转课堂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帮助学生有兴趣自主

的学习物理知识，提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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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生的特点和物理教学中的问题： 

初中生的思维不成熟，她们只对新奇的物理现象感兴趣，比

如：做马德堡半球实验时两个同学拉不开半球；吞试管实验，利

用两个笔管做喷雾等实验的时候，他们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只

停留在现象本身，并没有分析这些现象本质的原因。她们对动手

实验充满兴趣，但往往测量型实验忘记记录实验数据，探究型实

验不深入思考总结。部分学生受惯有思维影响严重，比如：物体

运动是因为受到了力，停止运动是因为失去了力的作用。初中生

处于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转变的过程，所以他们需要事实、

经验、实验的支持。 

物理学是对自然界概括规律性的总结，是概括经验科学性的

理论认识。物理的理论结构充分地运用数学作为自己的工作语

言，以实验作为检验理论正确性的唯一标准。初中的学生虽然具

有了一定的数学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但并足以应对物理的学

习。而现在学生的成长环境，使得他们对自然现象缺少观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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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形成缺少思考。而课堂的事件有限，学生们存在个体差异，

接受新知识的程度有很大不同，使得部分孩子不能得到能力的提

升，部分孩子不能完全吸收知识。 

二、构建主义学习理论和翻转课堂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

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学习是获取知识的过程其他

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

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由于学习是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

下，借助其他人的帮助即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而实现的意义建

构过程，因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情境”、“协作”、“会

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或四大属性。 

翻转课堂是指重新调整课堂内外的时间，将学习的决定权

从教师转移给学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课堂内的宝贵时间，学

生能够更专注于主动的基于项目的学习，共同研究解决本地化或

全球化的挑战以及其他现实世界面临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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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这些信息需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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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也能有更多的时间与每个人交流。在课

后，学生自主规划学习内容、学习节奏、风格和呈现知识的方式，

教师则采用讲授法和协作法来满足学生的需要和促成他们的个

性化学习，其目标是为了让学生通过实践获得更真实的学习。翻



转课堂模式是大教育运动的一部分，它与混合式学习、探究性学

习、其他教学方法和工具在含义上有所重叠，都是为了让学习更

加灵活、主动，让学生的参与度更强。互联网时代，学生通过互

联网学习丰富的在线课程，不必一定要到学校接受教师讲授。互

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催生"翻转课堂式"教学模式。"翻转课堂

式"是对基于印刷术的传统课堂教学结构与教学流程的彻底颠

覆，由此将引发教师角色、课程模式、管理模式等一系列变革。 

《物理课程标准》认为：“学生的直接经验，学校的实验

室条件都是有限的，也不可能让学生做太多的现场参观，因此，

切合学生实际的音像资料是十分必要的。”翻转课堂模式正符合

构建主义学习理论，使学生的知识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以学生为

中心不断构建新的知识。 

三、翻转课堂在物理教学中的作用 

（一）翻转课堂能够让情景重现，快速引发学生回忆思考。 

构建主义学习理论提出：学习不是被动接收信息刺激，而是

主动地建构意义，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背景，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

地选择、加工和处理，从而获得自己的意义。“情境”：学习环

境中的情境必须有利于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意义建构。这就对教学

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就是说，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教学

设计不仅要考虑教学目标分析，还要考虑有利于学生建构意义的

情境的创设问题，并把情境创设看作是教学设计的最重要内容之

一。 



基于这种思想，我在讲物态变化这一章的时候把雾凇、霜、

露水、冰花等图片，干冰制造的烟雾缭绕的舞台效果视频、将铁

块烧化为铁水的视频作为课堂的引入，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

又可以弥补现在学生对于生活现象观察的缺乏，还可以通过直观

的图片让学生更快的思考，学生可以在课前充分的备足本节课的

生活支持，避免以往霜、雾凇是什么学生都不清楚的情况，老师

费劲口舌描述半天，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可学生们还是听的云里

雾里的，而图片能快速、准确的让学生明白。 

（二）翻转课堂能够让学生们巩固重点，突破难点。 

在讲热机的工作过程时，由于演示模型小，学生的可视性差，

我采用课件模拟的方式讲解，这样不但可以解决可视性的问题，

还可以暂停、重复播放的方式让学生观察两个气门的状态、活塞

的运动方向、曲轴的转动圈数；影响电阻大小的实验是演示实验，

但是电流表很小，学生的可视性差，我利用微视频的方式，可以

放大电流表，这样对于接受控制变量法慢的学生可以反复观看理

解；在讲到电流与电压电阻关系的实验时，在做完分组实验的基

础上，我利用微视频的方式让学生在课后来观看，不但能让课堂

上动手能力差的同学知道整个实验操作过程，还可以通过反复观

看巩固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实验，再有电流与电阻的关系中，

涉及一个当滑动变阻器的滑片位置不动的时候，定值电阻从阻值

较大的电阻换成阻值较小的电阻，电压表的示数如何变化的难

点，以往通过老师的分析只有部分学生掌握，通过视频的反复观



看使学生们对于实验现象记忆深刻，很好的突破了难点。 

（三）翻转课堂解决不便于课堂呈现的实验。 

在讲大气压的实验时，如果用水来测量大气压为什么不好？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也为了引发学生的兴趣，可以采用视频的方

式，这个实验能支撑的水柱 10 米多，在教室里无法完成，用视

频的方式能够让学生们切实感受到水柱高，无法课堂上直接呈

现；在讲大气压实验中，我们可以把自制的气压计放到电梯里，

然后让电梯从底层到高层，把实验录制下来，让学生们知道水柱

高度的变化，这个实验如果在三层的楼房里做是看不到现象的；

在讲奥斯特实验的时候为了获得较大的电流，可采取瞬间短路一

节干电池的做法，但实验过程对电池有伤害，所以也可以采用视

频的方式，反复观看；在讲电流表和电源串联的实验，以往都是

教师分析，这个也可以通过模拟动画的方式告诉学生们这样对电

流表和电源的损坏，像这样对实验仪器有损坏的实验不能实际操

作，但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理解。 

（四）翻转课堂实现了分层教学。 

    对于练习课，由于学生的差异性，上课的时候照顾了大部分

孩子，可是学优生总是有能力得不到足够的锻炼提升，而学困生

不能理解和掌握的情况，而翻转课堂能够很好的解决这样的问

题。对于难度较大的题目，老师可以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讲解，这

样学优生就可以利用课下的时间观看提高。对于重点基础题，也

通过微视频的方式学困生可以通过反复观看，随时暂停的方式理



解掌握。 

（五）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实施翻转课堂，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他们先自主学习教材，

然后通过视频帮助解决疑难问题，主动合作交流，体验知识的形

成过程，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课堂上学

生不再是被动的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而是主动的探索新知识，

主动的在运用中落实知识，在合作中提升能力，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主动性越来越高，学习能力也得到大大提高。 

（六）培养了学生阅读教材的习惯和能力，提高了学生的问

题意识和创新意识。 

实施翻转课堂，学生首先认真阅读教材，然后完成相关学案，

通过阅读教材，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养成，阅读能力不断提升，

而且学生在每一节上都始终处在思考、分析、探索提高的状态之

中，思维活跃，认识深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步提

升。 

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要求“积极利用并开发信息化课

程资源”，讲信息技术整合于物理课程之中，既有利于学生学习

物理知识和技能，又有利于发展学生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和传递

信息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物理课程标准所要求的，翻转课堂恰

恰发挥了这个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