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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托网络和信息技术，探索以学生为主体的“ＱＱ平台＋翻转课堂”的教学新模式，通过“线上 ＋线下”方式
增强师生间和生生间的交流互动，提高课程教学效果。在无线传感器网络课程中开展翻转课堂教学实践，教学效果统计

结果表明：实验组得分优于对照组得分，两者在教学过程和学习效果两方面都有 Ｐ＜０．０５的显著统计学差异，验证了
“ＱＱ平台＋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可提高高校学生的课堂参与意愿、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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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转课堂（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是指借助网络、
通信等现代教育技术和手段对课堂内外的时间进

行重新调整，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完成知识传递的教学任

务［１］。翻转课堂本质在于培养学生深度学习的

能力、提出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高水平推理与创新

能力。相较传统的教学模式，翻转课堂的教学理

念［１－３］旨在将学习的主体回归到学生身上，让学

生成为主导者，而教师只是引导者。有效的翻转

课堂不仅使学生更有效率地获取学科中的知识，

还能够提升学生自主学习新知识的能力、独立思

考判断的能力以及沟通表达能力。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高校实现免费网络资源的覆盖，使得翻转

课堂的门槛大幅降低。同时，教师有意愿将自己

的课程内容传递到课堂外让学生自主学习，使得

翻转课堂在我国被越来越多的教师实践应

用［４－７］。根据当代大学生的网络使用习惯，本研

究尝试在无线传感器网络（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
ｗｏｒｋ，ＷＳＮ）课程教学中进行“ＱＱ平台 ＋翻转课
堂”实践，实行线上、线下互动的教学改革，通过

与传统“理论＋实验”教学课堂对比，考察应用于
ＷＳＮ课程的翻转课堂教学效果。

１　“理论＋实验”教学模式的不足
ＷＳＮ课程是电子类专业的专业课，涉及到传

感器技术、电子通信技术、网络信息技术等多个领

域。传统的“理论 ＋实验”教学基本任务是让学
生掌握 ＷＳＮ的主要原理和基本概念［８］，譬如拓

扑结构、节点部署、节点定位、拥塞控制、路由协

议、目标跟踪、数据融合等。同时为了提升学生的

动手能力，依照理论知识的教学进度，合理安排相

应的实验项目。ＷＳＮ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都比
较抽象，学生在没有预习理论知识和接触相应实

验工具和环境的情况下，很难理解教师讲解的专

业知识，会慢慢地失去学习兴趣，同样教师也会觉

得讲解越来越费劲。在ＷＳＮ实验课时，学生需要
了解实验工具、实验集成开发环境和编程语言，对

于刚接触本课程的学生来说，学习难度更大。本

研究对１６０名电子类专业的大三、大四学生进行
有关传统“理论＋实验”教学模式的问卷调查，结
果发现：７２％的学生认为课堂内外缺乏师生、生生
互动，５２％的学生认为缺乏创新能力的培养，４０％
的学生对该模式感兴趣。究其原因，ＷＳＮ是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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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性强、应用更新快的课程，传统课堂上更注重

理论而忽视实践的讲解，实验时学生的准备又不

足，理论与实验常常脱节，导致学生兴趣下降。为

提高ＷＳＮ课程的教学效果，有必要实施翻转课堂
教学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增加师生、

生生间的课前、课中和课后的互动机会，重视学生

参与、课程设计和课程评价［９－１０］。

２　“ＱＱ平台＋翻转课堂”的实践方案
依托ＱＱ网络平台，以电子类专业学生为教

学对象，构建“线上＋线下”的交互教学场景。线
上交互分成课前和课后两个交互阶段：１）在课
前，教师让学生以“学号 ＋姓名”的实名制方式加
入到以“课程名”命名的课程群，并在 ＱＱ平台上
发布文本课件、语音、视频等形式的课程教学资

料，鼓励学生课前搜集学习资料并自主学习，主动

通过“＠老师、＠同学、留言板、群公告”等功能与
教师、同学互动，并及时收集学生的学习提问。

２）在课后，教师则利用ＱＱ平台收集作业、互动记
录和在线考核。线下交互是利用课堂或实验室与

学生进行访谈和反馈，与传统“理论 ＋实验”不同
的是，教师针对所收集的课前问题进行 １０～１５
ｍｉｎ的答疑解惑。

与传统“理论 ＋实验”的课程教学效果评价
方式相比较，“ＱＱ平台 ＋翻转课堂”更为注重教
学过程和“线上 ＋线下”的教学评价反馈。１）过
程性：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注重学生的阶段性评价，

譬如预习提问、课堂参与、实验效果、课程报告、课

程考试等，而不以单一的课程考试成绩这一总结

性评价去考评一个学生的课程学习效果。２）“线
上＋线下”评价：线上和线下的双评价是“ＱＱ平
台＋翻转课堂”的特征之一，其中，线上评价是教
师根据学生上传至ＱＱ平台的作业和提问的数量
和质量以及阶段性考核进行汇总统计，最终将课

程考核的总成绩通过“＠学生”的形式，反馈给学
生本人。而线下评价主要是学生的到课率、课堂

问题参与度、习题完成情况、实验报告、课程设计

等成绩。

３　“ＱＱ平台＋翻转课堂”的实施过程
３．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湖南省属一本院校电子类专业４
个大三班级为研究样本，共有１１４名学生。教学
实践开展之前，将４个班级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

照组，实验组（５８人）采用“ＱＱ平台 ＋翻转课堂”
的教学模式，对照组（５６人）采用传统“理论 ＋实
验”的教学模式。

３．２　教学实施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教学日志、实验

设计和课程设计、学生访谈和课堂反馈评价，藉以

多元方式收集和记录完整研究资料数据，充分了解

学生的学习状况和成效。教学内容包括ＷＳＮ的体
系结构和特征、微型传感器的基本知识、ＷＳＮ的通
信与组网技术、ＷＳＮ的支撑技术、ＷＳＮ的应用开发
基础、ＷＳＮ协议的技术标准、ＷＳＮ实验等，共２０次
课（４０个课时）的理论课时，３０个课时的实践课时。
实验组教学实施过程如下：

１）课前引导。每次课程前一个星期在ＱＱ平
台上发布本次课程课件或约８ｍｉｎ的自制教学视
频，其内容主要是本次教学的大纲，如果本次课程

涉及到实验，还要简单介绍实验工具和实验方法，

并提出一些启发性的思考讨论题。以 ＷＳＮ的拓
扑控制为例来说，主要内容有：能够掌握 ＷＳＮ中
的主要拓扑协议，对各协议的优缺点进行分析；能

够根据给定的网络拓扑结构图和参数设定，分析

计算拓扑控制前后，感知节点到 Ｓｉｎｋ节点间的路
由计算量。学生在课前时间利用手机、电脑等互

联网终端进行观看，独立地对知识点进行学习、思

考、研究，并在ＱＱ平台上留言、提问，积极与教师
展开交流互动。教师在上课前一天收集学习问

题，并分类整理。

２）课堂教学。理论课堂教学时，首先教师播放
教学视频或课件，与学生一起回顾知识点。接着教

师根据课堂人数分组（每组３～４人）讨论课前收集
的问题，并随机抽取２～３组学生上台陈述本次课
程内容的理解、解决的方法以及困惑或展望，教师

对分享的内容进行点评反馈。实验教学时，教师对

实验方案、具体实施步骤、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和困难进行点评，指出不足和改进思路。

３）课后在线考核。由于学生的学习能力参
差不齐且课堂时间有限，因此并非每个学生都能

在课堂内把知识吸收，因此，学生课后可以把作

业、实验报告、课程设计等提交到ＱＱ平台的群文
件中，教师可以在线批改，并将反馈内容上传到群

公告中。

４　“ＱＱ平台＋翻转课堂”的教学效果
经过一个学期的教学实践后，对实验组和对

１４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８年第１０卷

照组的教学效果进行对比。教学效果评价分为教

学过程和学习效果两方面内容，采取自评方式打

分，课程教学评价表见表１。其中教学过程评价
包含了课前预习（１０分）、自主学习（１０分）、互动

交流（１０分）、合作研究（１０分）、拓展延伸（８分）
５个指标；学习效果评价包含知识能力（１６分）、
课堂参与（１２分）、过程方法（１２分）、情感态度
（１２分）４个指标。

表１　课程教学评价表

项目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赋分 得分

教
学
过
程

课前预习

１．课前预习落实，有学习笔记

２．课前搜集的学习资料内容丰富

３．初步积累了知识，提出自己的感知与疑问

１０

自主学习

１．能选择适应自己的学习方法进行自学

２．善于独立思考，独立分析，学习状态处于最佳水平

３．善于通过向他人请教等多种方式提高自学效率

１０

交流互动

１．人人得到了交流的机会，交流时间有保障

２．踊跃参加学习中重点、难点研究成果的展示

３．师生、生生互动增加，相互评价，组内讨论热烈

１０

合作研究

１．教师成为积极的指导者、合作者、促进者，师生关系融洽、平等

２．任务明确，分工合理，不断发现、分析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３．敢于质疑、敢于猜测、善于发现，乐于验证

１０

拓展延伸
１．师生共同归纳、总结学习方法

２．整理学习知识，交流学习体会
８

学
习
效
果

知识能力

１．准确掌握、积累了基础知识

２．实验技能得到较好培养

３．应用能力得以提高，促进创新思维发展

１６

过程方法
１．理解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方法和要领

２．学习过程促进了学生知识内化、理解、感悟和应用
１２

课堂参与
１．参与学习热情提高，能参与课程学习各个环节

２．教学内容有层次，能依自己能力选择层次参与
１２

情感态度
１．课堂上积极思维，积极动脑、动手，积极发言

２．有学习的成功感和满足感
１２

得分

意见和建议

　　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各指标得分进行独立样
本Ｔ检验，发现在９个指标上两组学生的评分差

异显著（见表２）。

表２　实验组和对照组期末教学效果统计分析表（Ｍ±ＳＤ）

评价指标 实验组 对照组 ｔ

教学过程—课前预习 ８．００±１．０８ ６．３８±０．９５ ８．５６

教学过程—自主学习 ７．９７±０．８８ ６．７５±１．７４ ４．６８

教学过程—交流互动 ７．２１±１．４２ ６．４６±１．４０ ２．８１

教学过程—合作研究 ６．９７±１．５６ ４．４５±１．０９ １０．０３

教学过程—拓展延伸 ７．１９±０．７８ ６．１１±１．６３ ４．５０

学习效果—知识能力 １０．７８±１．３４ １０．０４±１．３６ ２．９４

学习效果—课堂参与 １０．０７±１．０２ ７．５９±１．４１ １０．７１

学习效果—过程方法 ９．３４±１．５７ ８．６２±１．２４ ２．７０

学习效果—情感态度 ９．０７±１．２０ ８．５５±１．３１ ２．２０

　　注：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０１

２４



第３期 刘述钢，等：“ＱＱ平台＋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实践研究

　　教学效果统计结果显示，在课前预习（ｐ＜
０００１）、自主学习（ｐ＜０００１）、交流互动（ｐ＜
００１）、合作研究（ｐ＜０．００１）和拓展延伸（ｐ＜
０００１）这５个与教学过程相关的评价指标上，实
验组得分均极显著高于对照组得分。这说明，相

比较传统的“理论 ＋实验”教学模式，学生在“ＱＱ
平台 ＋翻转课堂”的教学过程中，课前预习更全
面丰富，选择有效自学方法、独立分析问题的自主

性更强，参与师生间和生生间的交流互动更为积

极踊跃。而且，小组讨论是“ＱＱ平台 ＋翻转课
堂”教学中的重要环节，需要小组成员任务明确、

分工合理、敢于质疑、敢于猜测、善于发现、乐于验

证，这很大程度促进了学习过程的合作研究性。

此外，由于“ＱＱ平台 ＋翻转课堂”教学中师生互
动频繁，因此，有更多的整理学习知识、归纳和总

结学习方法、交流学习体会的机会，这是对学习方

法和学习体会作进一步的深入梳理和拓展延伸。

研究还发现，在知识能力（ｐ＜０．０１）、课堂参
与（ｐ＜０．００１）、过程方法（ｐ＜０．０１）和情感态度
（ｐ＜０．０５）这４个学习效果相关的评价指标上，
实验组的自评得分亦显著高于对照组的自评得

分。这表明，同接受传统“理论 ＋实验”教学相比
较，学生在参与“ＱＱ平台＋翻转课堂”的教学后，
其有关基础知识、实验技能、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

等方面的知识能力得到了更好的提升，对学习方

法和要领也有更深的理解，且通过学习后，相关知

识的内化、感悟和应用程度也更高；在课堂参与和

情感态度方面，学生不仅参与学习的热情和积极

性更高，而且学习带来的成功感和满足感也更

强烈。

总之，不管是从教学过程进行评价，还是从教

学效果评价，“ＱＱ平台＋翻转课堂”教学比“理论
＋实验”教学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自主性、合作
性和创造性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并在提升学

生的知识能力、课堂参与、情感态度方面有着更明

显的成效。

５　结语
高校电子类专业教学的根本目的不只是传授

专业知识，而重点是培养学生独立获取专业知识

的能力及创造思维和动手能力，“ＱＱ平台 ＋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回归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高校教

育本意，本研究的ＷＳＮ课程教学实践效果也表明
“ＱＱ平台＋翻转课堂”模式是可行的。

然而，“ＱＱ平台 ＋翻转课堂”教学的优势符
合当前我国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但并

非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否定和颠覆，两者本质上

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

相比传统教学，“ＱＱ平台 ＋翻转课堂”教学
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一，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开发

优质教学资源，翻转课堂对教师的能力提出更高

要求，而当前我国高校教师在这方面的技能亟待

提高。其二，翻转课堂所依赖的网络平台，除了提

供教学资源和支持教学互动之外，还提供了大量

与学习内容无关的娱乐、资讯、游戏信息，如操作

不当，对教学极有可能产生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１］张萍，ＤＩＮＧＬｉｎ，张文硕．翻转课堂的理念、演变与有

效性研究［Ｊ］．教育学报，２０１７（１）：４６－５５．

［２］乔纳森·伯格曼，亚伦·萨姆．翻转课堂与慕课教

学：一场正在到来的教育变革［Ｍ］．宋伟，译，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１５．

［３］ＳｔｅｖｅＣｏｏｐｅｒ，ＭｅｈｒａｎＳａｈａｍｉ．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ｄ’

ｓＭＯＯＣｓ［Ｊ］．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Ｍ，２０１３（２）：

２８－５６．

［４］张珊明，刘述钢．传统课堂和翻转课堂的教学实效性

对比———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为例［Ｊ］．当代

教育论坛，２０１６（５）：１０２－１０７．

［５］刘霞．翻转课堂在电类基础课程中的应用［Ｊ］．电气

电子教学学报，２０１５（５）：７２－７４．

［６］董兴法，肖金球，潘欣裕，等．网络资源引导电子信息

类课程翻转课堂研究［Ｊ］．电气电子教学学报 ２０１５

（２）：８－１０．

［７］曹洪龙，胡剑凌，俞一彪，等．利用微课翻转课堂优化

ＤＳＰ实验教学探索［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２０１５（１０）：１９１－１９６．

［８］胡必玲，潘洁珠．无线传感器网络课程教学中ＲＢＬ模

式的应用研究［Ｊ］．计算机教育，２０１７（９）：１３６－１４０．

［９］吴峰，朱锡芳，邹全，等．基于翻转课堂的应用型本科

实验教学方法研究［Ｊ］．现代教育技术，２０１５（５）：

９１－９６．

［１０］郑瑞强，卢余．高校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优化设计与

实践反思［Ｊ］．高校教育管理，２０１７（１）：９７－１０３．

３４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８年第１０卷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ｏｆ
“ＱＱ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ＬＩＵＳｈｕｇａｎｇａ，ＺＨＡＮＧＳｈａｎｍｉｎｇｂ，ＺＨＡＮＪｉｅａ

（ａ．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ｂ．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ｕｉｌｔ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ｏｆ
“ＱＱ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ａｎ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ｎｌｉｎｅ
＋ｏｆｆｌｉｎｅ”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ｉ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ｕｒｓｅ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ａｎｏｂｖｉｏｕ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ｔ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ｏｆ
“ＱＱ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ｃｏｕｌ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ａｓｓ，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ｑｕｉｒｙ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责任校对　王小飞）

４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