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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转课堂突破了教学的时空限制，构建了新型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广受关注和应用的教学模式。基于以学
生为中心的学习、主动学习和转化性学习三大主流理论，本研究构建了包含学习模块、互动模块和评价模块的基于医学

人文英语课程的翻转课堂设计和实施方案。通过问卷调查和学生访谈获得学生对课堂实施的认知评价，探讨这一方案

的实施效应。研究发现，学习者团队合作意识的培养、课内外学习环境的衔接以及互动平台的有效嵌入和利用，是翻转

课堂有效开展的关键；智能化管理软件的开发和利用对于提供精准的个性化学习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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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转课堂（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又名“颠倒课
堂”（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颠倒课堂”这一术语
由Ｌａｇｅ等学者提出，并在教学领域得到广泛的应
用［１－６］。翻转课堂（两种术语基本通用，以下统称

翻转课堂）是一种依赖数字技术工具的互动教学

模式。与传统教学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教学模式

采用学生参与的体验式学习活动取代传统教学单

一的教师课堂讲授，其核心课程内容在课前通过

数字工具和视频讲座的方式提供给学生，使学生

能够获得直接参与学习的机会。这一教学模式的

创新通过教学流程的逆序，将教学过程中的教师

知识传授和学生对知识的内化两个阶段进行顺序

互换，通过增加学生知识内化的次数，有效地降低

了知识内化的难度，从而促进了学生知识的获取。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突破了教与学的时空限

制，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中的思维方式和教师角

色，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更加聚焦问题的解决，

对自己的学习目的和策略进行反思和调整，凸显

了学生参与学习的主动性，能有效推动学生从被

动学习向主动学习的转化，从而实现深度学习。

可以说，这种结合线上、线下的混合学习方式，对

于教学环境和师生的双向选择而言是一种重组和

优化，教师的启发主导性和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都

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何克抗教授曾指出，翻转课

堂体现了“混合式学习”的优势，更符合人类的认

知规律，有利于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并促进教学

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开发［７］。正是基于翻转课堂

的优势，这一教学模式在高等教育教学中得到了

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本文从翻转课堂的设计、实

施与评价等方面进行考察，目的在于探讨其在弥

补传统教学不足中所体现的作用和意义，为今后

教学实践的开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１　翻转课堂设计的理论基础
本研究所实施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主要基于

三大主流学习理论，即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

（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ｅｎｔｒ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主动学习（Ａ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和转化性学习（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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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将学生的学习兴趣、方式、能

力以及学习责任置于学习体验的中心位置，而不

是传统教学中的以教师为中心［８］。在以学生为

中心的学习体系中，学习是学习者实现个人价值

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学习这一方式，才能实现个

体潜能和自身人格的充分发展。因此，学生的学

习是自身管理的事务，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

获得预期的成效。主动学习通过学习者的实践开

展学习活动，学生主动介入自己的学习并进行实

践［９］。主动学习强调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进行

负责，成为主动的学习者，并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与

教师和同伴的有效沟通实现互动式学习。同时，

要学会在实践活动中将知识应用到具体、复杂、真

实的情景之中，解决实际问题。转化性学习理论

是一种受建构主义理论、社会学理论和解放理论

等多种理论的影响，并结合具体多样的学习现象

而发展的理论体系。这种学习方式以通过对原有

的观点进行质疑作为学习过程的起点，在学习过

程中对自己的学习进行批判性反思，形成新的观

点和认知结构，最终实现认知结构的重组，从而将

学习个体从原有的对意义的扭曲假设思维中解放

出来，获得意义观点的转化。也就是说，转化性学

习是一种转变具体观点和思维习惯的深度

学习［１０－１１］。

这些学习理论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提

供了理论基础，也使得可持续教育成为可能。以

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环境强调将新知识与现有概念

和理解相结合来构建个人意义的生成，而技术的

使用有助于在建构意义的过程中获取资源和工

具。通过与其他一系列教学方法相结合，如问题

导向学习（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同伴互助学
习（ｐｅｅ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以及适应其他不同的学
习方式，以促进学生在知识结构、价值观和学习能

力等 方 面 的 提 升。本 研 究 将 体 验 学 习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和反思学习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纳入课程实施的理论框架之中，以完善
多样化的学习方法体验，这些方法在很多研究中

被经常提及并视为教学实验的有效方法［１２－１３］，因

此应用于翻转课堂的实践之中会带来良好的学习

效果。本研究所开展的翻转课堂教学实验的理论

框架图示见图１［１４］。

图１　翻转课堂设计、实施和评价的概念框架

２　翻转课堂的设计方案
医学生英语翻转课堂主要基于课外与课堂两

个学习环境进行规划和设计。其中，课外环境包

括学习内容、发布途径的选取，内容的构建和获

得，学习设备的准备，以及对教学大纲的理解。在

教师层面，要求参与教学改革实践的教师对大学

英语改革趋势有深刻全面的理解，熟练把握医学

院校英语教学特征。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要充分

考虑英语教学的人文属性，结合医学行业的人文

教育特点进行内容选取。本研究开展的教学改革

所选取的教学内容主要覆盖医学教育、医疗制度

改革、医患关系、医学科研伦理、论文发表与署名、

医疗失误、医学领域学者生活以及癌症、器官移植

的人文、社会相关医学领域热点问题，体裁包括议

论文、经典短篇小说、新闻报道、说明文和人物访

谈等。适应翻转课堂教学特点，教学小组成员通

过网络搜集、自行录制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视频材

料，以丰富教学资源的建设。基于所选取的教学

内容并充分利用现有的网络课程教学平台进行

ＳＰＯＣ的构建，同时结合常用的社交网络平台，打
造适合本校特色的ＳＰＯＣ环境。课堂环境的构建
主要包括对学生课外学习进行有效评价，选用合

适的课堂活动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辅导和指引，指

导学生进行交流互动，自主解决问题，加深知识的

内化理解，形成正确的知识概念［１５］。

整个翻转课堂实施方案包括学习模块、互动

模块和评价模块等多个构成模块。其中，学习模

块包括课前对学习目标的理解、网络课程的完成、

课程学习的反馈与总结；课中对课程内容的回忆、

课堂提出的问题、学习小组之间的探究、问题的解

决、巩固练习等多种知识内化的过程；课后学生的

网络在线讨论等。互动模块是整个教学活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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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设施模块，主要为教学的开展提供讨论和

交流平台，从而促使教学突破个人孤立的学习环

境，这一模块包括网络学习设备的获取、网络平台

的构建、在线讨论的跟踪和监控等内容。评价模

块则涉及对线上线下教学活动开展效度的多元化

评价，该评价由教学活动的所有参与者共同完成，

做到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

评价、个人评价与小组评价之间的有效结合。课

堂的设计方案构成如图２。

图２　翻转课堂设计方案

３　翻转课堂的实施方案
本研究基于南方某医学院校“医学人文英

语”课程开展教学实验改革，参与教学实验的两

个大班共计１３６人，其中男生 ９４人，女生 ４２人，
专业涉及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两个专业。授课方

式采用双周课堂授课、单周网络学习相结合的方

式，充分利用现有学校建设的网络课程教学平台，

并结合其他多种社交软件和公共网络服务平台，

为翻转课堂的开展提供良好的网络环境。课程教

学内容涉及七大板块，包括医学历史、医学人员、

医疗系统、癌症与生命、器官移植、医患关系以及

医学伦理学。整个教学实验时限为１４周，３周时
间用于研讨、反思、评价和总结，为后续方案的完

善提供指导性意见。经过修正后的教学方案再逐

步推广到其他专业的医学英语课程教学，以提升

全校医学英语教学的效果。具体实施方案见

表１。

表１　医学英语翻转课堂的实施方案

周次 课程内容 教学方式 学习方法与课堂讲授

第１周 医学历史 ＳＰＯＣ平台发布专题视频，学生课外学习，网络互动 主动学习、反思学习

第２周 医学历史 学生成果展示，教师点评，随堂讨论 知识点评、课堂管理

第３周 医学人员 ＳＰＯＣ平台发布ＰＰＴ，学生课外学习，网络互动 主动学习、反思学习

第４周 医学人员 课堂讲授，分组讨论 课堂呈现、课堂管理

第５周 医疗系统 ＳＰＯＣ平台发布录制的教学视频，学生课外学习，社会调研，网络互动
主动学习、反思学习

体验学习

第６周 医疗系统 调查成果展示，课堂知识呈现，分组讨论 知识梳理、课堂管理

第７周 癌症与生命 ＳＰＯＣ平台发布讲座视频，学生课外学习，网络互动 主动学习、反思学习

第８周 癌症与生命 课堂知识呈现，课堂活动参与，教师点评 课堂呈现、课堂管理

第９周 器官移植 ＳＰＯＣ平台发布讲座视频，学生课外学习，网络互动 主动学习、反思学习

第１０周 器官移植 课堂知识呈现，课堂活动参与，教师点评 课堂呈现、课堂管理

第１１周 医患关系
ＳＰＯＣ教学平台发布教学材料（视频、音频、图片、参考资料），社会调研，回答

反思问题（两百字），网络互动

主动学习、反思学习

体验学习

第１２周 医患关系 调查成果展示，课堂知识呈现，分组讨论，小组辩论 观点点评、课堂管理

第１３周 医学伦理
ＳＰＯＣ教学平台发布教学材料（视频、音频、图片、参考资料），回答反思问题

（两百字），网络互动

主动学习、反思学习

体验学习

第１４周 医学伦理 调查成果展示，课堂知识呈现，分组讨论，小组辩论 观点点评、课堂管理

　　课内外学习环境的有效衔接是翻转课堂实施
的关键所在。基于这一原则考虑，本研究的翻转

课堂采用“单周网络学习－周末进度跟踪－双周课
堂教学－周末师生评价”的实施步骤，以更有效地
将两个学习环境置于统一整体，实现有效联动。

如在进行“医学历史”翻转课堂实施过程中，教师

通过ＳＰＯＣ平台发布与学生具体专业方向相关的
医学发展史纪录片视频，以及配以图片和文字说

明的关于“医学历史”的介绍材料，并通过 ＳＰＯＣ
平台功能设置与视频相符的观看时间和符合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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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进度的“医学历史”材料的学习时间。学生

登录平台的时间和学习花费的时间均被平台记录

下来，实时反馈到教师端口。经过一周的学生课

外网络平台学习，教师在周末通过教师端口跟踪

查看学生的学习进度，对未完成学习的学生通过

网络沟通督促学习任务的完成，同时发布学习作

业，学生按照小组的分配方案（通常每组为４人）
协同完成网络作业，制作用于下周课堂展示的

ＰＰＴ，呈现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学习过程所碰到的
问题，以及基于所学材料通过主动学习搜集到的

其他与学习内容相关的知识内容。

在双周课堂教学环节中，教师用大约１０ｍｉｎ
的时间对网络学习的大体内容进行简单介绍，突

出知识内容的重点。学生以小组方式参与课堂学

习，在课堂上展示学习成果和心得。在学生展示

的过程中，充分凸显教师的评价作用，以及与其他

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动，确保所有学生都能参与教

学讨论之中。对于参与课堂活动和互动的学生，

根据具体表现现场评分，并将评分计入对学生个

体表现的整体评价之中。在翻转课堂的实施过程

中，评价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督促学生主动学

习的动力。通过两周的学习，教师在双周末对学

生的整体表现给予评分，结合学生对同伴的学习

互助、团队表现、课堂展示等各方面的互评，形成

学生个体评价，并针对每个学生的学习表现，帮助

其反思自身学习，制定合理的学习策略，在下一轮

的学习中逐渐完善提升，以获得更优的学习效率

和效果。

４　翻转课堂的评价
从变革性学习的角度来看，有意义的学生反

馈是确保教学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保证。任

何教学改革和经验的积累，都必须以学生为中心，

赋予学生以评价教学的权力，让学生能主动认识

到自己就是教学变革的推动者。基于教学改革的

这一理念，本研究对教学实施方法的有效性进行

了评估，目的在于了解学生参与课外学习活动的

情况，学生之间合作协助的情况，课外与课内两个

层面的衔接情况，以及翻转课堂在学生知识内化、

价值观形成和能力提升等方面的情况，并基于这

一调查了解，为翻转课堂的提升和完善提供指导

性意见。

为了获得客观有效的调查结果，研究团队编

制了翻转课堂实施评价的调查问卷，采用匿名的

方式提交反馈，使得学生能够自由地发表看法。

本研究未采用通过追踪学生的成绩来获得教学效

果的评估，因为仅仅通过是否提高成绩来判断教

学改革是否成功，会掩盖翻转课堂对于很多课程

教学目标方面的影响，比如说学生核心能力的构

建。相比之下，学生对教学改革的主观认知评价，

是衡量研究效度更重要的评判标准，因为这种来

自学生的主观认识反映了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

能够提供比所谓的“客观”评价成绩更多有用的

信息。此外，调查学生对翻转课堂的认知符合当

前教学改革的实践。目前关于翻转课堂的调查报

告，大多数学者采用“主观意见调查或非正式评

估”。学生认知调查可以提供课程中哪些元素

“起作用”的细节反馈。比如说，翻转课堂实施过

程中对学生的关心和帮助；教师的热情和兴趣；清

晰的组织和目标；对学生学习所提供的反馈；对学

生自主独立和主动学习的鼓励；恰当的工作开展

和相关的评价方法等，这些都是能够定义优质教

学的关键因素。最后，学生对课程、教学质量的评

价以及在学习过程中的整体体验，对于确保教学

质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整个问卷的设计涉及四个部分１６个问题，用
以衡量评价教学开展过程的四个阶段，包括课外

活动的开展、团队小组的课外协作、课内展示与活

动、对翻转课堂设计的整体认知。每个问题的问

项采用里克特量表（ＬｉｋｅｒｔＳｃａｌｅ），问题设置如“你
是否同意翻转课堂是一种激发主动学习的教学方

式”“你是否同意课堂中的小组辩论能有效激发

你的思辨能力”“你是否同意反思活动能够帮助

学习者调整学习策略”“你是否同意视频材料能

够帮助学习者获得讲授知识的宏观了解”。受访

者在１～５的等级量表中汇报对问题的赞同程度，
其中，１＝非常不同意，２＝不同意，３＝中立，４＝同
意，５＝非常同意。问卷调查发出１３６份，收回１３６
份，两个班级的所有学生都给出了意见反馈。基

于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同时选取１５名同学进行
访谈。从对学生开展的认知调查数据中我们获得

了有意义有价值的反馈，对翻转课堂实施的教学

质量和教学的可持续性有了详细客观的了解，也

为该课程模式在今后的实施过程的调整提供了有

价值的建议。

本研究采用ＳＰＳＳ２３．０进行数据分析。为了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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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翻转课堂实施效度，研究进行了信度检验分

析。里克特量表法中常采用的信度检验方法是克

隆巴赫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通常克隆巴赫
系数在０．６以上被视为可信度高［１６］。本研究中

的α系数为 ０．９０２，表明可信度非常高。其他 α
系数具体见表２。

表２　可靠性统计表

因素指标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学生认知

效度评价

课外活动的开展效度 ０．７０５

团队小组的课外协作效度 ０．６９８

课内展示与活动效度 ０．７０９

整体评价 ０．７４２

总体信度 ０．９０２

通过对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统计，研究将各

个分项得分重新统计进其所在的各个调查维度，

具体数据如表３所示。
表３　问卷调查数据统计表

数据指标
课外活动的

开展效度

团队小组的课

外协作效度

课内展示与

活动效度

整体

评价

ＮＶａｌｉｄ １３６ １３６ １３６ １３６

Ｍｉｓｓｉｎｇ ０ ０ ０ ０

Ｍｅａｎ ３．９３２ ３．６２５ ３．８９２ ４．２３９

Ｓｔ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１．０５７ １．２２９ ０．８６０ ０．９６５

Ｍｉｎｉｍｕｍ １ １ １ １

Ｍａｘｉｍｕｍ ５ ５ ５ ５

整体来说，学生普遍认为翻转课堂突破了传

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授课模式，学生的主动性得

到了极大的凸显，教学活动不再仅仅局限于课堂

学习，学习的空间得到了有效的延伸和拓展。同

时，学生在课前就能获得课程学习的相关资料，提

前对知识的内化大大降低了对知识习得的难度，

通过主动提出问题、发现问题，结合同伴的互助学

习和课堂教师的现场指导，彻底改变了过去传统

课堂中学生被动获取知识的局面，师生角色都实

现了更利于教学实践的转变。此外，学生通过主

动学习呈现了更加丰富的学习特征，体现了学习

者更加鲜活的学习个体性格，这对于更好地实现

因材施教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

作为一种突破传统教学方式的改革尝试，需

要在具体的实施方案和细节方面进行更加合理的

调整和修正。翻转课堂的优势在于整体的教学设

计，而不仅仅是教学视频等技术应用［１７］。翻转课

堂的有效性关键在于课外和课内两个层面的衔

接。通过数据和访谈发现，在团队小组的课外协

作层面上学生仍面临一定的问题。受传统课堂以

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影响，学生习惯成为被

动的倾听者，而不是知识的探索者。因此，一旦之

前的束缚得到解放，如何促使自己主动适应翻转

课堂教学仍然需要一个调节过程。小组之间的协

作和交流需要具备更强的团队合作意识，同时学

习者还需具有清晰的目标性，明确如何从同伴那

里获得帮助，获得何种帮助，以及如何将这种帮助

转化为知识内化的强大动力。同时，协同知识构

建的过程还需要对小组成员进行明确的任务分

工，以及如何协调这种分工以获得最大的工作

效率。

翻转课堂教学的有效开展，课外和课内两个

层面的衔接、网络平台的使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

用。慕课理念与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深度融合有赖

于慕课平台的有效使用，这需要根据实际教学和

学生的需求进行制定［１８］。ＳＰＯＣ平台注重了学生
的学习体验，但是对教学的交互支持力度还有待

提升。因此，翻转课堂中交互理念的体现还需借

助相关的社交软件和平台，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使得学习能随时随地进行。ＳＰＯＣ中嵌入
的互动平台与学生的移动手持设备进行有效的连

接，对于拓展学习空间是非常有效的支持。国内

关于翻转课堂开展的部分研究强调利用其他的开

源网络平台和商用平台，我们认为不应将师生之

间的互动平台与 ＳＰＯＣ平台过分分离，这样会将
学习环境与互动环境孤立开来，不利于在学习环

境中进行有效的学习互动，这也是 ＳＰＯＣ环境中
开展翻转课堂教学需要进行优化的地方。

研究还发现，通过网络平台发布的学习材料

对于吸引学生主动投入课前的学习活动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课前为学生提供的材料不应仅仅是

传统课堂教学材料的拷贝，而是要在结构、内容、

知识性和趣味性上进行更加细致的设计。多种模

态的学习材料，不论是文字的、图片的，还是视频

和音频的，都需要将其视为一个统一体，各种材料

之间能够彼此呼应、相互衔接，为学生呈现一个立

体的知识整体。因此，这就需要教师在材料的选

取、编辑、整合等方面结合具体的教学目标进行精

细化加工，以更好地发挥其效果和作用。同时，在

软件平台的使用和设计上，机器智能需要发挥更

大的作用。机器智能可通过学习管理软件，根据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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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个人进度，为每个学生绘制适合自己的学

习路径，提供精准的个性化学习［１９］，教师可以根

据自适应课件所提供的数据分析，获知学生的具

体学习困难，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教学帮助。

将基于网络课程平台的教学材料与课内活动

相结合，是实现课外课内两个学习环境之间有效

联通的关键，这对教师的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只有在这些细节上进行调整和修正，才能有效提

升翻转课堂的教学效应，将这一教学模式提升到

一个更加优化的层面。

５　结语
翻转课堂突破了教学的时空限制，构建了新

型的师生关系。通过开展翻转课堂教学改革实

践，学生在课外可以更加主动地规划自己的学习，

在课内能够更加专注基于项目的学习，获得对知

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习得。这种结合混合式学

习、探究式学习等多种教学方法的教学手段，使得

学习变得更加灵活主动，学生的参与度也更高。

正是基于组织方式和实践效度上的优势，这种教

学模式正成为各类课程所采用并实施的方式，在

一定程度上推动并优化了教学改革的实践。

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与医学英语教学进行更

加合理科学的结合，对于推动 ＥＳＰ教学具有重要
意义。本研究所构建的医学人文英语课程的翻转

课堂设计和实施方案，旨在在实践层面优化翻转

课堂模式在医学人文英语教学中的实施，为医学

英语教学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同时，结

合教学改革的实施和反馈，探讨深化教学实践的

优化途径，发挥这种课堂模式在教学实践中更大

的作用和价值。

通过获得学生对医学人文英语教学中翻转课

堂实施的认知评价，本研究认为，学生之间的沟通

与合作对翻转课堂的有效开展至关重要。因此，

教师需要通过多种手段和方法来培养学生的合作

意识，并为学生之间的合作提供指导和建议。只

有为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提供条件和平台，才能

将课内、外学习环境进行紧密连接，保障翻转课堂

的进行。同时，有效地将 ＳＰＯＣ中嵌入的互动平
台与学生的移动手持设备进行连接，对于拓展学

生的学习空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ＳＰＯＣ
环境下的翻转课堂需要更加智能化的管理软件，

以此为学生提供更加精准的个性化学习。翻转课

堂与各个学科之间的有效结合还需在教学实践中

逐步改进和完善，相信在今后的教改实践中，翻转

课堂能结合具体的教学环境，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１］ＬＡＧＥＭ Ｊ．Ｉｎｖｅｒ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Ａｇａｔｅｗａｙｔｏ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ｎ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０（１）：３０－４３．

［２］ＷＥＮＴＬＡＮＤＤ．Ａｇｕｉｄｅ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ｔｏｕｔｉｌｉｚｅ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ｒｙｉｎｇ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ｈｏ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ｄ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４）：６４０－６４８．

［３］ＳＴＲＡＹＥＲＪ．Ｈｏｗ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ａｎ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ａｓｋ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Ｊ］．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２）：
１７１－１９３．

［４］ＴＡＬＢＥＲＴＲ．Ｉｎｖｅｒｔ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ａｌｇｅｂｒａ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Ｊ］．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Ｕｎ
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４（５）：３６１－３７４．

［５］ＰＦＥＮＮＩＧＡ．Ｉｎｖｅｒ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ｉｎ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ｕｒｓｅ［Ｊ］．Ｐｒｏｃｅｄｉａ－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６（２２８）：３２－３８．

［６］ＬＩＸ，ＨＵＡＮＧＺ．Ａｎ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ｅｄ
ｕｃａｔｅＭＡＴＬＡＢｉ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２０１７（１９）：１－１２．

［７］何克抗．从“翻转课堂”的本质，看“翻转课堂”在我国
的未来发展［Ｊ］．电化教育研究，２０１４（７）：５－１６．

［８］ＨＡＮＮＡＦＩＮＭＪ，ＬＡＮＤＳＭ．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ｓ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Ｊ］．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７
（２５）：１６７－２０２．

［９］ＰＲＩＮＣＥＭ．Ｄｏｅｓａｃ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ｗｏｒｋ？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４
（９３）：２２３－２３１．

［１０］ＭＥＺＩＲＯＷＪ．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ａｄｕｌｔ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Ｍ］．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Ｊｏｓｓｅｙ－Ｂａｓｓ，１９９１．

［１１］ＭＥＺＩＲＯＷＪ．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ｔｏ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Ｊ］．Ｎｅｗ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Ａｄｕｌ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７（７４）：５－１２．

［１２］ＴＨＯＭＡＳＩ．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７）：２４５－２６４．

［１３］ＰＡＶＬＯＶＡＭ．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Ｓ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２３）：７３３－７４８．

１４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０年第１２卷

［１４］ＦＯＳＴＥＲＧ，ＳＴＡＧＬＳ．Ｄｅｓｉｇｎ，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ｍｏｄｅｌ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ｒｓ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Ｃｌｅａｎ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１８３）：１３２３－１３３６．

［１５］赵兴龙．翻转课堂中知识内化过程及教学模式设
计［Ｊ］．现代远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４（２）：５５－６１．

［１６］ＮＵＮＮＡＬＬＹＪＣ．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ｔｒ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７８．

［１７］李京南，伍忠杰．大学英语翻转课堂的实践与反思
［Ｊ］．中国外语，２０１５（６）：４－９．

［１８］戴朝晖，陈坚林．基于慕课理念的大学英语翻转课
堂影响因素研究［Ｊ］．外语电化教学，２０１６（６）：
３５－４１．

［１９］陈松云，何高大．机器智能视域下的教育发展与实
践范式新探———２０１８《美国机器智能国家战略》的
启示［Ｊ］．远程教育杂志，２０１８（３）：３４－４４．

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Ｓｏｎｇｙｕ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９，Ｃｈｉｎａ；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５２３８０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ａ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ｗｈｉｃｈｒｅｃｅｉｖｅｓ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ｂｒｅａｋ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ｓａ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
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ｎａｍｅｌ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ａ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ｏｆ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ｏｄｕｌ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ｅ，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ｅ．Ｉｔ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ｆｌｉｐｐｅ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ｅｎｓｅｏｆｔｅａｍ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ｉｎｓｉｄｅ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ａｒｅｋｅｙｔｏ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ｔｈｅ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ｍｏｄｅｌ．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ｍｅｄｉｃ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责任校对　钟丽）

２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