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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在我国小学英语

本土化实践中的思考 ①

唐祥林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随着科学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日新月异，以讲授法为特点的传统教学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

击与变革。作为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的产物，翻转课堂的引入在我国教育领域掀起了一股热浪。为使翻转课堂这一“舶

来品”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现代教育事业，探析有关翻转课堂在我国本土化实践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从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概念着手，结合这种教学模式对我国小学英语教学的优势与现状，对比揭示出翻转课堂在我国小学

英语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对后续研究者与实践者有一定的思考与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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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兴起于美国，是一种新型教学模式—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颠倒的教室）。由于其一兴起就深受
教师、学生的喜爱，又有高新技术的支持，因此很快便风靡美国乃至全球。中国也刮起了一股翻转课堂热，

翻转的课堂已涉及中小学语文、数学、英语、科学等各个学科。那么，我国在引入翻转课堂时，是否拿来就

用？会不会遇到本土化的问题？这种本土化问题又将涉及哪些方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

１　翻转课堂的概念
“所谓翻转课堂，就是教师创建视频，学生在家中或课外观看视频中教师的讲解，回到课堂上师生

面对面交流和完成作业的这样一种教学形式 ”。［１］翻转课堂起源于美国的两位化学教师———乔纳森·

伯尔曼和亚伦·萨姆斯，而真正使翻转课堂得到发展的是美国的“可汗学院”，２００７年，萨尔曼·可汗创
建了一个“非营利性”的教学网站———用于视频教学和互动学习的平台，并且提供在线练习、自我评价

以及学习进度跟踪等学习工具，从而解决了教学视频制作的难题，推动了翻转课堂的普及，使得翻转课

堂走出美国，走进了全球同行工作者的视野。

２　翻转课堂应用于小学课堂教学的优势
为什么翻转课堂能在全球迅速蔓延？与我国传统课堂相比，翻转课堂到底存在哪些优势？这是每

一位翻转课堂研究者都好奇的问题。我国传统的教学过程包括知识的传授和内化两个部分，课堂中以

教师传授知识，学生被动接受知识为主，课后完成家庭作业。翻转课堂对传统课堂教学形式、结构进行

了颠倒，由原来的“课间知识讲授 ＋课后作业练习”翻转为“课前自主学习 ＋课中作业练习及问题探
讨”［２］。由于这种结构性的颠倒，翻转课堂显示出其独有的“魔力”。乔纳斯·贝格曼和亚伦·萨姆斯，

这两位翻转先驱经过多年的实验与研究总结出了翻转课堂在实践中的一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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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翻转课堂迎合了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小学生天生活泼好动专注力不集中，对新鲜事物又

充满好奇。翻转课堂恰好迎合了小学生的这一特点，短小精悍的教学视频符合小学生注意力集中时间

短的特点。教学信息以视频的形式出现也符合小学生热衷于新鲜事物的特点。

第二，翻转课堂实现了小学生自主学习的需要。翻转课堂这种教学模式为小学生的学习提供了较

大的弹性空间，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把握学习进度，或回看或快进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掌握情况

而定，既可以根据教师安排的学习进度学习，也可以超前学习。这就充分满足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也

大大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动力。

第三，翻转课堂改变了小学课堂的管理。在传统的小学课堂中教师需时刻关注学生的行为规范，因

为小学生天性好动，稍有分心或吵闹就跟不上老师的节奏或者影响他人听课。而在翻转课堂中，那些捣

乱的学生就失去了观看表演的观众，因为“每个学生都忙于自己的活动或合作小组”［３］。分心的同学也

没时间分心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可做。

３　我国小学英语翻转课堂本土化现状及问题
虽然翻转课堂自２０１１年在我国已悄然开始，到现在已开枝散叶，涉及到国内各学科和不同年级层。

但目前，国内对翻转课堂的研究均属于实验初级阶段，尚未对翻转课堂本土化的应用和实现方式进行系

统研究，所以关于小学英语翻转课堂本土化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翻转课堂毕竟源于美国，美国属于发

达国家，其“网络覆盖率、教学内容、学生学习习惯、家长素质等与国内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在我国特

别是在小学英语课堂中引进并实施这种先进的教学模式，问题也会层出不穷。

首先，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跟不上的问题。我国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已根深蒂固，又特别注重应试能

力，学生早已习惯被动的接受学习，而翻转课堂对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要求极高，这使得学生一时难

以适应。无疑，这对小学生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本来英语对于他们来说就很陌生，年纪尚幼的他们注意

力不集中，控制力弱，极易导致畏难心理而逃避学习。

其次，教师的表述与实际偏差的问题。众所周知，小学时期是形成书写规范的关键时期。而在翻转

课堂的微视频中，教师的书写一般是采用手写板进行的，这与学生接触的黑板书写有很大出入，规范效

果也远不及黑板书写。因此，这对认识基础薄弱的低年级学生来说会有认识偏差，产生误导作用。

再次，学生理解层次不同的问题。学生理解能力的不同以及父母对于英语熟练程度的差异对于低

年级学生课后观看教学视频都有较大的影响［３］。有的父母精通英语，对于孩子在观看视频出现的问题

能较好的解决，而有些父母不懂英语孩子又胆小，学习视频碰到的问题在课堂中又不敢提，或者碍于面

子不提，久之学生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最后，不同学科同时进行翻转课堂的问题。如果一个学科实行翻转，学生可能还应付的过来，若多

个学科同时翻转，势必加重学生的课后学业负担。我国翻转课堂的条件本来就不成熟，在我国小学英语

课堂中，教师大部分是采取两节英语课连上的方式，第一节课上完后，第二节自习课留给学生在多媒体

教室提前观看下次课的教学视频并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如果所有科目都需要课后花这么多时间去观

看、学习教学视频，那么学生的课后学习负担只会越来越重，学习的效果不但得不到保障，学生对翻转课

堂的兴趣也会慢慢减弱。

因此，对于翻转课堂这一新鲜教学模式，我们应一分为二地看待。我们在认识、学习这种模式优势

的同时，也要正确看待存在的问题，若能因地制宜的解决或者避免这些问题，那么这种教学模式在我国

将会如鱼得水。

４　小学英语翻转课堂本土化需要思考的问题
针对前面提到的我国小学英语翻转课堂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想要将翻转课堂运用好，就要求教师、

引领者对翻转课堂可能出现的问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并加以控制。

８



第１１期 唐祥林：翻转课堂在我国小学英语本土化实践中的思考

第一，辩证地看待我国小学生的英语自主学习能力。一方面由于小学生年龄小，自主学习能力差，

自我控制力薄弱，注意力集中时间短，他们还没形成较好的学习习惯。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具有较高要求。但是小学生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小时候形成的学习习惯会影响到

他们的中学、大学乃至一生。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要求的特点本身也能培养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另一方我国小学生缺乏相应的英语基础知识及相应的学习策略，在家里学习相关英语

教学视频难度较大。在美国，部分家长会陪着孩子观看教学视频，监督孩子学习或陪着孩子一起学习，

但是在中国大部分家长自己英语知识也欠缺，有的虽然会一点英语但是怕自己的发音不准等问题也不

敢自己教孩子。因此，翻转课堂在我国本土化应用时也需要根据我国小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特点自

主加以调整，不能一股脑地全翻转。

第二，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有机结合。我国一向注重学生的基础知识，而以讲授法为主的传统教学

模式可以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使学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这证明传

统的教学模式具有其自身优势。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讲授法为特点的传统教学模式越来越提不起

学生的兴趣，学生一度因为这种“满堂灌”教学模式而厌学。翻转课堂应运而生，它不仅能释放学生的

活力，调动学生的兴趣，还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但是，目前我国小学生的学习科目并不少，如果

每个科目都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就需要占用教师以及学生的大量课余时间去制作教学视频和预

习，从而加大老师和学生的教学和学业负担。因此，在我国小学英语阶段，应对翻转课堂和传统课堂进

行有机结合，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以及学生的学情来决定是否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第三，渐进式发展我国本土化翻转课堂模式。起源于发达国家的翻转式课堂，对网络的要求相对较

高。考虑到我国网络覆盖率的实情，特别是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网络更加稀缺，所以小学阶段本土化的翻

转课堂模式推广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渐进式发展。

第四，教师全面了解不同层次的学生。翻转课堂对教师把握学生的学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课

堂中老师不再是一味地传授、讲解系统知识，而是对于学生不懂或者难懂的问题集中讲解与讨论。这就

要求老师对于学生可能遇到的问题了如指掌并提前做好知识储备，对于哪些学生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

都要有预见。特别是对于那些基础不好又不敢提问的学生要更多关注。

我国的小学英语翻转课堂还处于初步的尝试阶段，在课堂实践中还有许多待改进之处。但是笔者

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翻转课堂将不断成熟，也将得到越来越多业内人士的认可，翻转课堂在实践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缺陷也将持续得到改进和完善。

５　结语
翻转课堂满足了小学英语的教学需要，充分调动了学生英语学习兴趣，增强了师生互动，提高了英

语学习效率。同时翻转课堂也撼动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根基，挖掘了一批改革旧的教

育模式的创新教师，因此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势必遭到质疑，而翻转课堂将极有可能会成为未来教学模式

之一。但翻转课堂毕竟是“舶来品”，进入我国的教育体系当中，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教育工作者

与研究者在翻转课堂本土化实践中遭遇各种瓶颈，存在各种问题也在所难免，但只要多加观察，善于思

考，辩证看待我国小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有机地结合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渐进式地发展我国本土

化翻转课堂以及全面了解不同层次学生等问题，翻转课堂在我国必会得到很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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