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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化学反应速率复习课翻转

课堂教学实践及反思 ①

李财花
（广州市协和中学，广东 广州５１０１６０）

摘　要：以化学反应速率复习课为例，介绍了“课前自主学习”和“课堂知识内化”这２个阶段下的教师教学行为和
学生学习行为，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于高三一轮复习，并通过学生学习情况调查和分析表明教学实践具有很好

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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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是将“传统课堂”中课上“知识传授”课后“知识内化”颠倒安排［１］。该模式下“知识传

授”阶段通过学生在家中或课外观看教师事先制作的视频，自主完成。而原本通过课后作业实现的“知

识内化”则由师生共同在课堂上完成。翻转课堂把知识传授的过程放在教室外，学生可以根据需要暂

停或回看视频，反复理解教师在视频中的讲解。而把知识内化的过程放在教室内，教师有时间巡视课

堂，与学生单独交流，进行分小组或一对一答疑解惑，进而对学生实施个性化教学。而高三复习课，时间

紧，任务重，如何实现高效学习是每位一线教师积极探索的目标。鉴于此，笔者将翻转课堂实践于高三

化学一轮复习，并以化学反应速率复习课为例，以期望实现真正高效的学习。

１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
１．１　课前“自主学习”阶段

１）课前教师行为（一）录制微课。教师在实验室面对摄像机，模拟课堂，录制微视频。时间１５ｍｉｎ，
并将视频上传至班级ＱＱ群。
２）课前教师行为（二）制作“自主学习任务单”。“自主学习任务单”的作用是引导和检测学生课前

自主学习行为［２］。内容包含供学生自学时思考的问题以及自学后的检测题。这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

下的“导学案”类似，但与之又有本质的区别，是在微视频教师讲解后的“任务单”，难度和深度都要高于

传统的“导学案”。

３）课前学生行为—自主学习。学生课前从班级ＱＱ群中下载视频，自行观看，结合事先印发的“自
主学习任务单”进行思考，并完成检测题。通过班级 ＱＱ群与同学、老师互动交流。教师也可以藉此了
解学生的自主学习情况，为第二天的堂上师生互动学习做好准备。

１．２　课堂上“知识内化”阶段—师生互动，高效学习
翻转课堂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解放了课堂“讲授”时间，课堂“活动”时间延长，如何设计课堂活动

决定了知识内化的质量。教师需要在测评学生课前学习情况的基础上对课堂活动进行设计，让学生在

高质量的教学活动中完成高效的学习。笔者通过“自主学习任务单”学生的反馈，了解到学生对于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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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速率的基本概念、计算以及外界条件对反应速率的影响因素等基础知识点已基本掌握。因此课堂

互动内化阶段，将重点放在了反应速率的另一个难点也是重点的内容即控制变量法设计实验。以下是

课堂活动设计。

环节一：“自主学习任务单”中问题释疑

【生】学生代表投影讲解答案，其他学生质疑。

【师】适当点评，在师生思维碰撞中厘清概念，解决问题。

【设计意图】通过师生、生生间相互交流，落实“自主学习任务单”中问题。

环节二：反应速率影响因素实验设计中实验条件的控制

习题Ⅰ：用０．５ｍｏｌ／Ｌ草酸溶液、０．２ｍｏｌ／ＬＫＭｎＯ４溶液、３ｍｏｌ／Ｌ稀硫酸等试剂，探讨草酸浓度对该
反应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设计方案如下表：表中Ｖｘ＝ ｍＬ，理由是 。

实验序号
体积／ｍＬ

ＫＭｎＯ４溶液 水 草酸溶液 稀硫酸

① １０．０ ０．０ ９．０ １．０

② １０．０ １．０ ８．０ １．０

③ １０．０ Ｖｘ ７．０ １．０

　　【师】问题引导：该实验目的是什么？哪个物理量是自变量？又要控制哪些物理量不变？如何
控制？

【生】完成题目，组内讨论总结得出规律：通过添加不同体积的“水”控制溶液总体积相等。

【设计意图】通过设计典型题目，引导学生掌握控制变量法设计实验中，如何控制自变量和不变量，

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

环节三：实验表格设计

习题Ⅱ：某化学小组查阅资料发现，草酸与酸性高锰酸钾反应过程中产物
ｎ（Ｍｎ２＋）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如右图所示。

该小组根据图中信息提出假设并进行实验探究。

①该小组同学提出的假设是： 。

②请你帮助该小组同学完成实验方案，验证所提出的假设，拟定实验表格，完整体现实验方案。
【限选试剂与仪器】０．６ｍｏｌ／Ｌ草酸溶液、０．２ｍｏｌ／ＬＫＭｎＯ４溶液、３ｍｏｌ／Ｌ稀硫酸、蒸馏水、ＭｎＳＯ４固

体、ＭｎＣｌ２固体、水槽、量筒、秒表、２５℃恒温水浴槽。
【师】（１）问题引导：①由ｎ（Ｍｎ２＋）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可知该反应速率如何变化？可能原因？
【生】在教师的问题引导下，通过图像分析得出反应速率开始缓慢，后变快，出现峰值后再变慢到反

应停止；分析推理、讨论得出结论：可能是Ｍｎ２＋对反应的催化作用。
【师】设计实验时自变量、不变量有哪些？记录什么数据表征反应速率？

【生】设计实验，自变量是ＭｎＳＯ４固体质量；不变量有草酸和高锰酸钾以及硫酸溶液的体积、反应温
度；通过记录溶液褪色时间表征反应速率大小。

组内讨论总结出表格设计三维要素：对照项目、控制变量、数据记录。

【师】通过课堂巡视，发现学生问题，及时点拨。

其中设计表格时典型问题有：①直接记录反应速率而不是用褪色时间表征反应速率。②选择
ＭｎＣｌ２固体做催化剂，忽视了Ｃｌ

－与酸性高锰酸钾溶液的反应。③漏了不变量反应温度。
【设计意图】通过典型题目，引导学生掌握实验表格的设计方法，培养学生提取信息和图像分析的

能力。

２　学生学习情况测查与结果分析
为了解教学结束后学生对自己学习状态以及学习效果的综合评价，我们对全班４５位同学进行了问

卷调查。具体数据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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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学生对翻转课堂模式下反应速率复习课学习情况的自我评价

问题 Ａ选项 Ｂ选项 Ｃ选项 Ｄ选项

观看微视频时间
１０ｍｉｎ以下 １０～１５ｍｉｍ １５～２０ｍｉｎ ２０ｍｉｎ以上

９％ ５３％ ３３％ １１％

完成自主学习任务单时间
１０ｍｉｎ以下 １０～２０ｍｉｍ ２０～３０ｍｉｍ ３０ｍｉｎ以上

１３％ ５７％ ２２％ ８％

自主学习任务单中学后检测题正确题数
０ １～２ ３ ４

４％ １３％ ５８％ ２７％

在课堂上发言的次数（含小组内的合作学习）
５次或以上 ３～４次 １～２次 ０次

０％ １８％ ６１％ ２３％

掌握本课学习内容的比例
８０％以上 ６０％～８０％ ４０％～６０％ ４０％以下

１８％ ４４％ ２４％ １３％

学习效果满意情况
很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２０％ ５８％ ２２％ ０％

　　课前自主学习阶段，５３％的同学观看了１０～１５ｍｉｎ微视频，另有１１％的同学观看了２０ｍｉｎ以上。
在自主学习任务单的完成情况上，５７％的同学只需１０～２０ｍｉｎ就能完成，２２％的学生需要２０～３０ｍｉｎ，
因此绝大多数的同学课前自主学习的时间大约在３０～４０ｍｉｎ之间。在自主学习效果上，自主学习任务
单中“学后检测题”共４题，５８％同学作对３题，２７％同学作对４题，绝大多数同学的自主学习效果良好。

课堂知识内化阶段，６１％的同学能够有１～２次机会在课堂上发言，１８％的同学有３～４次发言，学
生的课堂参与度较高。当然，尚有２２％的同学没有发言。学生的反馈信息表明由于部分学生发言次数
多和发言时间长，导致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没有机会发言。在课堂成效方面，４４％的同学能够掌握６０％
～８０％，１８％的同学可以掌握８０％以上，这说明，多数的同学都有较好的学习表现。
总体而言，５８％的同学对翻转课堂的学习效果满意，２０％的同学很满意，没有同学不满意。这说明

本节翻转课堂的教学实践具有一定的成效，基本达到笔者的预期。

３　反思与小结
翻转课堂是一种变革式教学范式，其“翻转”的不仅仅是传统课堂中“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２个

阶段，更是教与学的关系的“翻转”，这一“翻转”真正促成了“学习不是教师把知识简单传递给学生的过

程，而是学生自己建构知识的过程”这一建构主义理论所希望达到的境界。与此同时，高三复习阶段，

时间紧，任务重，效率是生命。以往的高三一轮复习，课堂上，教师长篇累牍讲授知识点；课后，学生单枪

匹马做题目。如此的复习模式，教师累，学生更累，学习效率很低。而翻转课堂模式改变了这一现状。

我们将知识点的讲授和针对性的基础训练放在课前，学生用３０～４０ｍｉｎ自主完成。高三最难的内
容———综合性题目的训练，放在课堂上，师生相互交流，共同完成。这样，难题突破上，学生不用闷头死

扣，老师在课堂上的一句点拨，可节约他们很多苦思冥想的时间。传统课堂中化学反应速率的一轮复

习，需要２课时，其中一个课时复习知识点，一个课时讲评习题。而我们采用翻转课堂的新模式，只用了
１个课时，就实现了从基础知识点的复习到综合性题目的突破，这无疑提高了高三复习的效率。

但是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实施起来仍然存在问题。笔者所在的协和中学是一所示范性普

通高中，班级平均４５人，在课堂内化阶段，教师“一对一”的点拨指导有限，未能全部兼顾。而问卷调查的
数据也表明尚有２２％的同学没有在课堂上发言。要改变这一局限，需要教师对课堂有更好的观察、引导和
掌控，这需要在下一步的教学实践中进一步强化。总之，在紧张繁忙的高三复习阶段，笔者尝试了新的课

堂教学模式，通过翻转的课堂，实现了高效的学习，值得我们一线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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