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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为进一步做好经管类专业教学模式的改革!基于建构主义理论和移动微学习理论!利用微信公众号和手机

等移动终端设备!按照课前准备$课中互动和课后提升等教学环节!提出了微信支持下的高校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进而

以通货膨胀理论的讲解为例!进行了该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解析!提出了促进其有效性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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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移动

终端设备的依赖性不断增强#移动上网已然成了

人们沟通交流)学习提高和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

中国互联网协会)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联合发布

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状况及其安全报告

"#$!2%+指出##$!1 年手机用户中使用最多的移

动7>>是微信#其用户量高达 !$*$" 亿& 因此#

如何利用好微信平台#就成了包括高等教育行业

在内的社会各行业所关注的重点&

在实施,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学

习型社会建设中#大学生越来越注重自由)灵活)个

性化的学习方式#以课堂讲解为主的知识传授模式

已经不能满足大学生对知识获取的需求& 而基于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手持终端设备的移动学习日

益成为大学生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高等教

育工作者的重视& 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理论研

究中#关于微信平台和翻转课堂教学实践的结合就

成为理论研究的一大热点& 基于此#本文对微信支

持下的高校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展开深入研究#探索

经管类专业教学模式的改革趋向&

!5研究现状

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教学模式#如学

者TCWD# >ACFF等人指出的#是一种将现代技术和

学生亲自动手活动相混合使用的教学环境'!(

#而

微信已经成为影响人们工作)学习)娱乐)生活最

重要的媒体#日益得到高校群体的喜爱'#(

& 因

此#国内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微信与翻转课堂的结

合#以实现高等教育教学方法的改革&

现有成果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探讨微

信功能与翻转课堂的结合& 如王佳煦对二者结合

的可行性展开了研究#得出微信辅助下的翻转课堂

能够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要#为学生深度学习提

供更宽广的路径'"(

& 王馨晨)党建宁结合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实施流程和结构特征#将微信教育功能进

行有效移植与融合创新#构建了面向翻转课堂不同

实施阶段的设计方案和实施策略'3(

& 范文翔)马燕

等人在微信教育功能挖掘的基础上#结合翻转课堂

技术需求#提出了基于微信的翻转课堂解决方

案'&(

& 二是具体某门课程结合的研究& 孙苗苗)施

广权等人对微信平台下的结构力学翻转课堂教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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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应用进行了研究#得出这种教学改革能够契合应

用型土木本科专业高素质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1(

&

肖谷清)贺国文等在高分子化学实验教学中引入了

,微信群h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并取得了初步成

效'2(

& 金永昌)刘美英等研究了微信使用下的土壤

农化分析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认为该模式可以弥补

传统教学模式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观能动

性方面的不足'+(

&

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看出#微信公众平台和

翻转课堂的结合为进一步实现翻转课堂教学效果

的改善提供了新的契机#能够为大学课堂教育教

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当前#培养面向经济与管

理领域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高校#也亟待教学方

式不断改革创新#以破解经管类人才,看得懂#不

会用-,入门容易#修行难-等问题#因此#本文将

在借鉴学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建构主义理

论和移动微学习理论#对微信与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的结合展开研究&

#5教学模式构建

#*!5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认为学生是认知的主体#是知

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只对学生的意义建构

起帮助和促进作用#并不要求教师直接向学生传

授和灌输知识#所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非常重视

,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四种因素&

情境是指围绕教学目标#创设的便于学生建构意

义的问题$协作是指学生学习过程中始终存在的

探讨交流$会话是协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即学习

小组成员充分交流商讨$意义建构是指学习最终

目标所要建构的意义#体现对事物内在联系和运

动规律的全面把握&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鼓励学生自己发现真理#

提出学生角色要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变为主动的

知识建构者& 在学生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必须要

有合适的工具进行支持& 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设

备的出现#使得教师可以为学生创设真实情境#引

导学生的思维方式或心智模式#最终达成知识内

化和问题解决&

#%移动微学习理论& 随着信息技术手段和

设备的广泛应用#人们逐渐形成一种通过手机等

移动设备随时随地搜寻)获取)存储)生产和传播

碎片化知识的学习习惯#给人们带来了一种轻松

愉悦的学习体验#这种学习方式就是移动微学习&

移动微学习充分利用了微学习与移动学习的优势

与特点#即利用移动终端设备随时随地获取具有

片段化)微型化特点的学习内容#随时随地满足人

们的学习需求&

移动微学习使得人们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取

知识#提高学习效率& 移动微学习系统的组成要

素包括媒介环境要素和学习相关要素#其中媒介

环境要素指移动互联网络技术环境#学习相关要

素包括学习者)学习内容)学习资源和学习媒介

"移动终端设备和信息呈现形式%

'%(

#具体如图 !

所示&

图 !5移动微学习系统构成

#*#5技术支持

知识的学习一般包括知识传递和吸收内化两

个阶段& 翻转课堂将传统课程的教学流程进行了

翻转#知识传递在课外#知识内化在课堂#这种教

学方式对学生知识的学习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

用'!$(

& 顺应世界教育改革发展潮流的翻转课堂#

辅以移动互联技术的大力支持#所以风靡全球教

育界&

参照美国富兰克林学院罗伯特4塔尔伯特

"i(̀DEFMCÀDEF%的翻转课堂结构图'!!(

#本文分析

了翻转课堂的技术需求#具体如图 #所示&

由图 #可知#翻转课堂技术需求主要由三部

分构成#即课前的,教学视频呈现-和,学习材料

呈现-#课中,探究问题的确定- ,教学情境的创

建-,总结评价与反馈-#以及贯穿于课前和课中

的,个性化指导-,自主探究-,协作学习-& 结合

微信现有功能#可以实现对应的技术满足#表现

在!一是教学视频展示和学习材料呈现#可以通过

微信公众平台解决$二是探究问题的确定)教学情

&"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年第 !!卷

境的创建)个性化指导)自主探究)协作学习等需

求#可以通过微信群聊)公众平台)即时通讯等解

决$三是总结评价与反馈#可以通过即时通讯)群

聊和朋友圈解决&

图 #5翻转课堂的技术需求

#*"5模式构建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国外较有代表性的是罗

伯特4塔尔伯特的翻转课堂结构图"图 # 所示%&

但该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主要适应理工类

专业#对其他学科的翻转并不适用& 国内学者也

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张金磊)王颖等人坚

持课前)课中划分方法#在环境构建上增加了信息

技术)活动学习的支持'!#(

& 沈书生)刘强等人提

出用课内)课外代替课前)课中环节#构建了以学

生为中心)以电子书包为核心技术的环形分层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

& 以上国内外学者的模式研

究都以一定的学习理论为指导#且开展了具体教

学实践活动#对本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翻转课堂翻转的是教学结构#把课堂学习知

识)课外内化知识的传统教学结构#改变为课外学

习知识)课堂内化知识的新的教学结构& 在该方

式下#教师授课时间减少#学生学习活动时间增

加#教师成为学习的促进者和指导者#学生成为课

堂的主角& 为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

导-的教学新理念#在借鉴前人翻转课堂模式研

究的基础上#本文按课前)课中和课后环节进行划

分#提出了微信支持下的高校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如图 "所示&

图 "5微信支持下的高校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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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该模式由课前准备)课中互动和课后提升三

部分构成#体现了知识输入)内化与拓展)知识提

升三个方面的学习进程& 依托微信平台为学生打

造了具有个性化的学习环境#在线学习)课堂互动

以及在线练习等环节可以随时为学生提供个性化

指导& 该模式解决了课堂时间有限而学生学习无

限之间的矛盾#延伸了课堂教学与教师辅导的时

空#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 该模式

更加注重对学习活动以及学习情境的构建#在教

师个性化指导的过程中#及时做好学生学习问题

记录与反馈#促进教师不断调整与优化教学活动#

实现学生知识建构的更好完成#达到学以致用&

"5教学模式应用解析

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的,微信支持下的高校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实践中的有效性#笔者征询

了,宏观经济学-课程授课班级的意见#得到了学

生的积极响应& 于是按照模式的要求#先进行个

性化学习环境的构建& 先申请了宏观经济学微信

公众号#让全体学生添加关注#随后新建,宏观经

济学翻转课堂-微信群#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就构

建了,公众平台4微信群4即时通信-这样一个交

互式)个性化的自主学习网络环境& 学生可以在

微信公众平台获取老师发布的资料自主学习#借

助微信群实现与老师)同学互相交流探讨#通过微

信私聊来解决自身个性化问题等& 另外#为了方

便教学课堂内外的协作探究#提前让班级学生按

&B1 人一小组自主组合成多个学习兴趣小组&

随后#笔者选取了,宏观经济学-课程中通货膨胀

理论这一节知识#正式开展微信下的翻转课堂教

学实践活动&

"*!5课前准备

"*!*!5制定课前自主学习任务单

自主学习任务单是教师设计的#以表单形式

呈现的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案#是学生高效自

主学习的支架与载体& 因此#教师启动自主学习

任务单设计时#就成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指导者#实

现了教师职能的,转型-& 自主学习任务单包括

学习指南)学习任务)困惑与建议三个组成部分&

其中#,学习指南-与,学习任务-由教师设计#,困

惑与建议-由学生自主学习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决

定填写与否& 学习指南包括学习主题)达成目标)

学习方法建议)课堂学习形式预告四个子项#是学

生自主学习目标管理的开始& 学习任务是自主学

习任务单的主体#教师关于教学内容内在联系的

驾驭)教学目标的理解)教学方法的渗透)学习内

容的循序渐进安排等都在任务设计中呈现出来&

困惑与建议则是为学生反馈自主学习中产生的困

惑#或者有建设性的意见而设置的#有助于教师更

好地进行教学改革#实现教学相长&

在通货膨胀理论这一节知识上课三天前#笔

者制定出自主学习任务单& 学习指南中#将学习

主题明确为对通货膨胀基本理论的理解$达成目

标制定时#则界定为能够准确说出什么是通货膨

胀)什么是物价上涨#能了解通货膨胀形成原因及

危害等$学习方法建议则给出了课本预习)微信公

众号平台资料学习)知网查阅文献等$课堂学习形

式预告#提出了课堂上主要是互动讨论)老师点评

和小组汇报& 学习任务则按通货膨胀案例)概念)

类型)形成原因)经济与社会后果)治理等#阶梯式

进行设计和梳理#帮助学生完整理解通货膨胀的

基本理论& 这些设计好之后#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群发功能-发给学生#要求学生提前在线学习)

完成任务与问题反馈&

"*!*#5配套并发布相关学习资源

围绕自主学习任务单的要求#笔者在微信公

众号上发布了相关学习资源#包括匹配教材的

>>M课件)围绕重难点所录制的微课)津巴布韦和

中国 #$$+年通货膨胀的现实案例材料等#供学生

自学& 为方便学生调取学习材料#笔者将准备好

的教学>>M)微课视频)案例材料等按类别添加到

课程公众平台高级功能的,关键词自动回复-#分

别用,!课件-,#视频-," 案例-这些数字代号和

内容为关键词#方便学生准确高效获取资源& 资

源绑定并设置完成后#利用公众平台的,群发功

能-#以消息推送给学生&

"*!*"5个性化学习以及交流探讨

由于学生均已关注了课程公众号#笔者所发

布的学习资源系统会提示收到#这时学生输入相

关数字#可在公众平台上获取相应资源& 结合学

习任务单#进行自主学习& 在纸质教材内容和电

子资源学习的基础上#学生如果对某些知识点有

疑惑时#还可与老师)同学在微信群中探讨和

交流&

在对通货膨胀理论的自主学习中#学生完全

自定学习节奏#在课堂教学前完成即可#达到知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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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过程的实现& 学习中#若对某知识点理解不

清楚#学生可利用已发布的各种资源重新学习#多

次学习& 另外#教师借助公众号管理后台#可清楚

了解每个学生的自主学习情况#对其学习行迹追

踪分析#进而提供一对一的个性化指导与帮助&

并且#学生在线完成任务单填写#教师可以即时看

到#为课堂教学有的放矢和更好进行师生互动做

了宝贵的意见反馈&

"*#5课中互动

"*#*!5创新课堂教学方式

课前自主学习任务单的完成#有助于学生掌

握传统课堂上教师所讲授的基本知识#进入课堂

学习环节#学生需要的是进一步内化知识与拓展

能力& 内化知识即在原有认知结构中增加新的元

素#表现为对课前学习知识的温故#是一个从陌生

到熟练掌握的过程& 拓展能力类似于,同化性的

图式或结构受到它所同化的元素的影响而发生的

改变-

'!3(

#是一个在原有认知基础上认识另一个

或若干个未知领域现象的过程#其结果是温故而

知新的产生&

内化与拓展是课堂教学方式创新的关键& 因

此#围绕这两个关键#课堂中需进行检测)作业)协

作)展示等四个操作步骤'!&(

& 检测是检测学生的

课外自主学习成效#主要目的不在于查漏补缺#而

是进一步让学生体验成就感#确保学生的学习兴

趣被激发#同时#有利于发现自主学习中存在的问

题#便于教师调整教学策略& 作业是检测基础上

的进阶学习#即学生在课堂上完成作业#进一步内

化知识& 作业是翻转课堂的必要因素#作业的进

阶性也是教师设计课堂作业时要优先考虑的问

题#没有进阶也就达不到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高

度& 教师需要提出学生尝试并有可能解决的具有

极限意义的问题#并且提供必要的,脚手架- "支

架%&

但是#进阶作业中难免遇到种种困惑#这时候

协作探究以及互动交流就是非常必要的#协作探

究有利于培养团队意识与协作能力#有利于提升

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的能力& 形式方面可以考虑

实施工作坊#这是一种以头脑风暴为特征的平等

的研讨方式& 工作坊有主持人#参与者少则数人

多则数十人不等#主要就某个共同关心的主题进

行畅所言的研讨#从中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创

意& 课堂中最后一环是展示#即展示学生学习活

动的成果& 展示作为内化知识)拓展能力的高效

教学策略#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作秀-#而是当代

高效学习的策略& 通过展示#引发质疑)阐述#可

以很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解决问题和

语言表达能力& 这个阶段的互动主体是多元的#

包括生生互动)师生互动以及小组互动等'!1(

#互

动形式也是多样的#包括线上)线下等#完全尊重

学生的意愿&

在通货膨胀理论知识实践教学中#笔者上课

初始#结合之前所发自主学习任务单学生完成情

况#先进行基本知识的检测#提出,什么是通货膨

胀-,通货膨胀的类型划分-等问题#让学生口头

回答#通过检测得出学生已掌握了通货膨胀的基

本内涵和知识#随后进一步提出了进阶作业#比如

,物价上涨是否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产生是

否都是货币发行过度的原因- ,通货膨胀对社会

只会产生危害-等问题#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完成&

在学生思考过程中#允许学生个体间交流)小组内

工作坊式探讨等#笔者则在课堂自由走动接受学

生征询#并随机查访学生作业线上提交或线下完

成情况#即时进行批阅和个性化辅导等& 对作业

做得不到位的#要求学生进一步查阅理论#完善思

路& 最后#按小组将通货膨胀作业成果在课堂上

展示汇报& 这样#学习的主动性完全掌握在学生

手里#笔者重在发挥引导和探讨的角色#促进了学

生从 ,要我学-变成 ,我要学-#课堂学习氛围

热烈&

"*#*#5课堂成果点评

通过创新课堂教学方式#运用检测)作业)协

作和展示#学生已经对理论知识有了自己的见解#

并对课上布置的进阶作业有了最终的想法& 此

时#针对各小组的学习情况#教师需要进行评价)

总结#并集中讲解那些学生普遍认为的学习难点#

帮助学生实现知识的跃升& 结合通货膨胀理论的

授课心得#笔者在不同小组作业展示后#分别进行

了具体评价#指出优点和不足之处#同时发现学

生对通货膨胀成因的理解较为吃力#因此在完

成作业点评之后#利用少量时间重点从货币成

因)需求和供给成因等角度向学生进行了阐释#

弥补了学生理解中的缺陷#构成了对这个知识

点的完整映像& 在点评最后#对学生进行了适

当精神激励#促使其做好课后环节知识的提升

和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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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后提升

"*"*!5拓展任务发布

课前和课中环节完成了知识的学习#在课后

环节还需要知识提升训练#为此#教师需要通过微

信公众平台发布拓展性练习作业#对经管类学生

来说#要求学生利用经济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由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并无标准答案#此举旨在强

化学生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进而提升

灵活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笔者在教学实践

中的做法是#课后利用微信平台发布了一个关于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波动的真实材料#

要求学生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同时期通货膨

胀的具体原因#并要求小组成员协作完成#三日内

通过微信平台予以提交&

"*"*#5在线评价反馈

课后的拓展性练习要求小组成员共同完成#

并通过微信平台发布#教师可以在线进行各小组

的评价和意见反馈& 同时#各小组探讨中存在疑

惑#也可采用微信群发布或私聊形式#获得教师的

个性化指导& 在教学实践中#学生在分析中国不

同时期通货膨胀的具体原因时发现#仅用单一因

素解释那个时期的通货膨胀显得勉强#对此感到

困惑& 通过微信平台在线互动交流#笔者告诉学

生!现实经济问题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而

理论上的原因讲解是逐个剖析#但应用到实践中

则要思路开阔#全面考虑& 学生对自己提出的问

题得到老师正面反馈后#感受到了自身思维的跃

升#更加积极主动地完成作业& 随后#笔者对不同

小组完成的作业及时批阅并反馈#通过微信群发

布共享反馈结果#促进了各小组之间的对比和交

流#取长补短#更加激发了他们主动学习经济学知

识的兴趣&

35结语

为进一步做好经管类专业教学模式的改革#

在学者们关于微信平台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研究

成果基础上#本文基于建构主义理论和移动微学

习理论#利用微信公众号和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

按照课前准备)课中互动和课后提升等教学环节#

提出了微信支持下的高校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进

而以通货膨胀理论的讲解为例#进行了该教学模

式的应用解析#体现了因材施教和发挥学生主导

作用的教育理念#激发了学生的经济学学习兴趣#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未来#要开展好微信下的高校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实现在学生教育活动中的更大效用#结合自

身的教学实践#有几点建议!"!%要加强现代信息

技术在高等教育教学中的研究& 要明确现代信息

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带来的移动学习对

高等教育教学影响较大& 移动学习究其本质是人

们学习途径多元化的表现#与传统课堂教学是相

辅相成的#二者需要有机融合#以实现更好的育人

效果& "#%要着力提升高校翻转课堂的实际效

果& 自互联网技术普及以来#教育领域的翻转课

堂才成为了现实#并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2(

& 高

校教师要结合学生特性变化#利用好微信)微博等

社交软件多途径引导学生参与翻转课堂改革& 教

师还要潜心研究设计科学的自主学习任务单#丰

富理论功底#增强答疑解惑能力#关注社会变化趋

向#激励并引领学生自主学习$对学生来说#要改

变学习观念#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微信下的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各环节#做到理论与实践紧密

结合#学以致用#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要制定教学改革保障与激励措施& 对学校教

学管理部门来说#除了要做好翻转课堂教学管理

制度保障和良好的移动网络环境保障之外#更要

加强教师和学生参与微信下的翻转课堂激励措施

的制定#化压力为动力#加快推进高校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的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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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ÀDEFi*\/bDEF)/WFGDT)/DCE7AWD̀EC?ACJJE((@&;'*

>E)@_J! #$!3(&)#"1!

4

"23*

&!#' 张金磊!王颖!张宝辉*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远程教育杂志!#$!#(3)#31

4

&!*

&!"' 沈书生!刘强!谢同祥*一种基于电子书包的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中国电化教育!#$!"(!#)#!$2

4

!!!*

&!3' 车丽萍*试论智力发展与同化$顺应的关系
""

皮亚

杰基本理论的启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

4

!$!*

&!&' 金陵*翻转课堂与微课程教学法&Z'*北京#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

&!1' 张武康!魏昀妍!白丹*应用型高校经管类专业互动

教学模式研究述评&;'*高教论坛!#$!&(#)#2!

4

2"*

&!2' 党建宁!杨晓宏*互联网思维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价值观瞻与设计创新&;'*电化教育研究!#$!2

(!!)#!$+

4

!!3*

?#<#'%+"$(/$55#C#J5-11-(C/5'<<%$$0

!#'+"-(C8$)#:311$%,#)K& L#/"',#

.&/012 $3)4567&1&$0,1,89187&$0,1.3),%* &#&145&:67)

]H7̂ 6c_0C/W

C

# 6aS6_C/0D

`

# :7\[C/

`

"C*=.G((A(VR.(/(@).J# <)fC/ a/)bDEJ)FL(Vk)/C/.DC/' R.(/(@).J# <)fC/ 2!$!$$# ?G)/C$

`*?)FL?(AADWD# <)fC/ ;)C(F(/Wa/)bDEJ)FL# <)fC/ 2!$$!+# ?G)/C%

!"#$%&'$! \/ (E'DEF()@IE(bDFGDEDV(E@(VFGDFDC.G)/W@('DA(VD.(/(@).JC/' @C/CWD@D/F# `CJD' (/

FGD.(/JFE_.F)b)JFFGD(ELC/' @(̀)AD@).E(YADCE/)/WFGD(EL# _J)/WFGD@(̀)ADFDE@)/CAJJ_.G CJcD?GCFC/' @(Y

`)ADIG(/DJ# FG)JICIDEIE(I(JDJFGD.(AADWDVA)II)/W.ACJJE((@FDC.G)/W@('DJ_II(EFD' `LcD?GCF)/ C..(E'Y

C/.DU)FG FGDFDC.G)/WA)/0JJ_.G CJIEDY.(_EJDIEDICECF)(/# .ACJJ)/FDEC.F)(/ C/' CVFDEYJ.G((AIE(@(F)(/*MC0Y

)/WFGDDeIAC/CF)(/ (V)/VACF)(/ FGD(ELCJC/ DeC@IAD# C/ CIIA).CF)(/ C/CALJ)J(VFGDVA)II)/W.ACJJE((@FDC.G)/W

@('D)J.CEE)D' (_F# C/' EDADbC/FJ_WWDJF)(/JV(EIE(@(F)/WFGDFDC.G)/W@('DfJDVVD.F)bD/DJJCEDI_FV(EUCE'*

()* +,%-#! cD?GCFI_`A).C..(_/F$ VA)I .ACJJE((@$ FDC.G)/W@('D$ CIIA)D' _/)bDEJ)F)DJ

"责任校对5朱正余#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