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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学”课程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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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山东 烟台２６４００５）

摘　要：翻转课堂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已经成为国内外教育改革研究的热点。在分析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特点
和探讨这种教学模式在高等工程教育的适用性基础上，以“房屋建筑学”课程为例，分别从教学模式、教学平台选择、教

学设计和教学资源准备等方面论述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分析实施效果。实践表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一种

适合工程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式，应该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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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建筑学”是土木工程专业重要的专业
基础课程之一，其传统教学模式是以知识传授为

主，教师课堂上讲授理论知识，通过课后作业强化

学生对基本理论的理解，通过课程设计培养学生

的实践能力。该课程知识点和构造要点较多，很

多学生课堂上听讲以后还是抓不住重点，需要通

过大量课后作业和思考题来巩固所学知识。然

而，笔者教学实践中发现，部分学生课后作业完成

质量不高，期末复习时死记硬背，学习效果不

理想。

为此，很多教师通过改变教学方法来提高

“房屋建筑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文

献［１］采用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引入课程设计题
目，并分阶段完成方案设计和部分构造设计的教

学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这种方法也造

成学生平时课后作业压力较大的问题。为此，笔

者从２０１６年开始，在土木工程和工程管理的“房
屋建筑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循序渐进地探索、引

入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提升课程的教育教学效果，并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

１　翻转课堂内化及教学模式的特点
传统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以知识传递为目

的。课堂上教师讲解传授知识，学生被动接受，课

后学生通过作业完成知识的内化。对于高等教育，

这种教学模式不能充分考虑学生个体特点，师生之

间的交流不足，不利于因材施教，同时存在重理论

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和重结果轻过程的弊端［２］，

导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不利于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和形成。

翻转课堂是一种创新教学模式，它颠倒了知识

传授和知识内化的次序，课前学生通过视频学习、

课前习题等形式完成知识的学习，课堂堂上通过讨

论、答疑或习题等形式的师生交流完成知识的内

化。这种教学模式不仅改变知识学习和内化的时

间和空间，更重要的是在知识传授过程中教师和学

生的角色和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翻转课堂

教学活动必须借助互联网平台、信息技术以及现代

电子设备等现代技术和手段才能有效实现。

翻转课堂最早在美国中小学教学中实施，然

后开始在大学教育中推广，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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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３］。我国学者从２０１１年开始对翻转课堂教
学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张金磊［４］、陈晓

菲［５］等从不同视角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进行了

探讨；杨晓宏［６］等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本土化策

略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我国实施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发展路径；张萍等［７］在

分析了翻转课堂教育理念和发展脉络基础上，探

讨了翻转课堂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和有效性。此

外，近年来很多教师都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采用

了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有以

下特点：

第一，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和作用发生改变。传

统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精力用在教学内容准备和

课堂讲解上，但对学生的学习状态不能全面把握，

而学生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学什么、怎么学，甚至

什么时候学都由教师决定。翻转课堂中，教师成为

教学过程的设计者和组织者，提前准备教学资源和

设计教学活动，安排学生课外学习内容，检查学习

效果，组织课堂教学活动，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

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在教师组织下，开展个性化

的课外学习，同时课堂学习效率也得到提高。

第二，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活动。翻转课堂教

学需要教师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其中不仅有课

件和教学大纲等传统教学资源，还包括教学视频、

在线测试以及线上交流和课外小组活动等新型的

教学资源或教学活动，而且后者对于翻转课堂教

学成败起到决定作用。

第三，需要借助现代化教学平台。翻转课堂

课外学习活动和任务完成情况对于教学效果至关

重要，教师必须能够直接掌握学生课外学习状态，

并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这就需要有现代化的教

学平台，能够实现教学资源学习、教学活动组织、

学习效果测评以及教学评价等功能，只有借助能

够实现上述功能的教学平台，翻转课堂教学才能

顺利实现。

翻转课堂在我国高校中应用相对较少，笔者

认为高等工程教育更适合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首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不仅是传授学

生专业知识，还包括综合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如终

身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沟通能力等，而翻

转课堂教学活动有利于学生上述能力和素质的形

成。其次，大学阶段课程门数多，学习任务重，传

统教学模式下，学生课后不能得到教师直接指导，

导致部分学生在无法顺利完成作业的情况下只能

找参考答案，进而影响学习效果。翻转课堂模式

下，学生根据教师的教学设计，通过课前教学活动

对教学内容有了初步掌握，课上针对没有掌握的

知识进行强化学习，同时与教师的交流互动更加

充分，教师可以课上有针对性地解答学生提出的

问题，因此教学效果更好。再次，对于工程专业，

除了知识学习外，还要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

传统教学模式容易造成理论与实践的割裂，采用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可以把理论学习和实践能力的

培养通过课程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最后，翻转课

堂的实施过程更加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主

性，重视师生交流和学生之间的协作性，这些特点

更加适合有较好自学能力和较多课余自主学习时

间的高校学生。因此，高等工程教育应该大力推

广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２　“房屋建筑学”翻转课堂教学设计与
实施

２．１　教学模式设计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教学活动向课前和课

后延伸，形成“课前－课中 －课后”的教学活动组
织方式［８］。“房屋建筑学”课程具有理论与实践

结合紧密的特点，在课程教学设计中，对课前阶

段、课堂阶段和课后阶段设定不同的教学目标，教

师和学生都有相应的任务和目标。图１为“房屋
建筑学”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型。

图１　房屋建筑学“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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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阶段，其教学目标是基础理论知识的学

习。在此阶段，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教学计划

设定教学目标，准备教学资源，向学生布置课前应

该完成的学习任务；学生根据教师布置的任务观

看学习教学资源，完成自学任务，通过少量测试题

目进行自测；教师通过自测结果评价学生自学效

果，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课前准备，设计课堂任务及

课堂讲解的重点内容。同时，把自测结果反馈给

学生，学生根据自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复习。通

过课前阶段的学习，多数学生能够初步掌握所学

的理论知识。

课堂阶段，教师先完成引入环节，使学生了解

本节内容在整体知识体系中的作用；然后组织学

生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堂活动，活动内容紧密围绕

教学目标，常用形式包括讨论、汇报、成果演示、课

堂辩论等。在活动中，教师与学生之间保持良好

的互动，及时点评，澄清模糊的概念或错误的认

识。最后，教师进行总结、重点讲解和共性问题分

析，并对知识点进行梳理。通过课堂阶段学习活

动，学生能够完成知识的内化。

通过前两个阶段的学习，学生对理论知识已

基本掌握，但还需要进行课后阶段教学设计，以完

成“房屋建筑学”课程对能力培养的要求。“房屋

建筑学”课后设计根据课程进度每章安排 １～２
次，分组进行。首先教师根据培养目标要求安排

实践任务、时间要求及分组的基本原则，学生自行

确定各组成员和小组内任务分工，按照任务要求

完成实践活动。活动中遇到困难或疑惑及时进行

小组内讨论或与教师沟通，在规定时间提交初步

成果。教师检查初步成果后，向学生反馈问题，学

生进行修改、完善和再次提交，教师进行最终评

价。实践任务形式较为多样，包括设计、测绘、制

作模型和绘图等，时间一般１～２周左右。通过课
后实践活动，学生的专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沟

通交流能力都有明显提高。

２．２　教学实施
教师需要为翻转课堂的实施构建良好的学习

环境，包括合理的教学设计、丰富的教学资源及选

择能够满足教学目标需要的教学平台。

教学设计方面，根据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的

特点，结合翻转课堂教学优势，将理论学习和能力

训练统一安排，形成贯穿课前、课堂和课后的教学

模式，本课程教学设计如表１所示。
本课程选择“蓝墨云班课”作为网络教学平

台，该教学平台能在移动端和 ＰＣ终端使用，具有

设置班级、成员管理、教学资源管理、发布消息、在

线答疑等功能，可开展问卷调查、小组任务、在线

测试等教学活动，并对每个成员完成教学活动和

在线测试成绩以及班课情况自动形成分析报告。

蓝墨云班课教学平台的基本功能如图２所示。该
平台基本能够满足“房屋建筑学”课程翻转课堂

教学需要。

表１　“房屋建筑学”课程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理论学习 能力训练

教学安排 课前－学习 课堂－内化 课后（专项训练）

学习方式
资源学习

调研任务

讨论及重

点讲解
设计及绘图

成果评价 在线测试 期末考试 大作业

教学内容

建筑设计

原理

平面设计 平面测绘

剖面设计 剖面测绘

空间组合 方案设计

建筑构造

设计

墙体与基础 墙体和基础构造设计

楼梯设计 楼梯设计

屋顶 屋顶构造设计

图２　蓝墨云班课基本功能

蓝墨云班课实施翻转课堂教学实施步骤如图

３所示。

图３　翻转课堂实施步骤

教师首先在网上创建班课，也可将以前创建

好的课堂复制为新的班级课堂，然后将课程邀请

码发给学生，学生使用邀请码加入班课，学生加入

班课后填写学号和姓名等信息。班课创建过程如

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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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创建网上课堂

创建班课后，教师要进行教学资源的准备。蓝

墨云班课可添加的教学资源包括文本资源（教学大

纲、课件、案例）、视频资源、网络链接、试题库、图片

资源等。翻转课堂视频不同于传统网络教学视频，

要求时间不宜过长，内容精炼，重点突出，能够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本课程录制的视频分为理论知识

讲解视频和基本能力训练视频两类。１）知识讲解
视频以知识点为单位，每段视频围绕１～２个知识
点，采用录屏方式，结合工程实例或三维模型对知

识点进行讲解，这类视频主要用于学生课前自学；

２）能力训练视频结合课后的专项训练采用摄像头
录制，将每个专项训练分解为几个基本步骤，录制

手绘设计过程或对学生成果的批阅或点评等内容。

所有视频均为５～１５ｍｉｎ的短视频。本课程的网络
教学资源如图５所示。

课前学习的组织方式有教学资源学习和调研

两种方式。蓝墨云班课的教学资源为在线阅读（或

浏览）方式学习，教师可以了解到每位学生学习资

源的学习进度和完成率，并给予完成资源学习的同

学经验值的奖励。这种课前学习方式不仅能激发

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兴趣，还使教师通过课前测试结

果的分析（如图６所示）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
掌握学生课前学习效果和学习中遇到的难点。

图５　教学资源

图６　课前测试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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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活动分组进行，每组３～５人，主要针对
建筑设计要点和构造设计特点进行实际工程调

查，如教学楼教室大小调查、办公楼和教学楼卫生

间布置调研等，并绘制测绘图。调研中遇到问题

在蓝墨云班课的讨论区进行交流和探讨。

课堂教学的组织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根据

不同学习阶段和教学内容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教学

方式。建筑设计原理部分课前任务中包括调研和

测绘任务，课上首先开展分组讨论，汇报调研成

果，观看相关视频，然后教师对设计理论进行总结

和重点讲解。构造设计原理部分知识点分散，学

生不太容易掌握，教师通过网络课堂学习和测试

情况已经对学生掌握的情况和存在的困难有了基

本了解，课堂上教学采用重点讲解的方式对理论

知识进行系统梳理，然后采用蓝墨云班课的考试

系统再次进行考核，强化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和内化。

课后学习任务以能力训练为主，主要采用大

作业的形式要求学生分组完成建筑平立剖面的方

案图绘制和墙、基础、楼梯和屋面的构造图绘制，

为课程设计奠定基础。

通过课前、课堂和课后的教学活动，完成了理

论知识学习、内化到能力培养的转化过程，同时锻

炼了学生的团队意识、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以及表

达和创新能力。

３　翻转课堂实施效果分析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房屋建筑学”课程教

学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不仅考试成绩

有了明显提高，其综合能力和素质也有了大幅度

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考试及格率明显提高。笔者在２０１５级
和２０１６级土木工程专业、２０１６级工程管理专业
的“房屋建筑学”课程教学中采用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图７为传统教学模式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考试成绩对比，分析表明：翻转课题教学模式可有

效提高及格率，土木工程专业和工程管理专业的

及格率分别提高了７％和１０％。
第二，提高了学生自学能力。以往学生在学

习“房屋建筑学”课程过程中，感觉内容过于庞

杂，无从入手，导致部分学生被动学习。开展翻转

课堂教学活动以后，通过翻转课堂的教学资源，学

生可以在任何时间对教学内容进行复习和回顾，

通过平时测试，对教学重点和难点及时掌握。而

每周一次的阶段测试也可以时刻提醒学生本周学

习中还有哪些内容没有掌握，方便进行自主复习。

因此，学生学习的热情和自主性得到极大提高，可

以自由安排学习和复习时间，有问题随时在学习

平台上或在平时与教师进行沟通，还有很多学生

在交流平台上主动回答其他学生的疑问，起到共

同进步的效果。

图７　传统模式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考试成绩对比

第三，提升了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素质。翻转

课堂课后教学活动可以安排学生完成大量设计类

作业，比如建筑方案设计、构造设计、楼梯设计和

详图设计等内容。在完成设计类作业的过程中，

学生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与教师沟通和交流以及

教师对设计成果的点评，提高了对建筑构造知识

的掌握程度，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的绘图技巧和图

纸表达能力，其专业能力和素质得到极大的提高。

第四，锻炼了学生的组织和协同能力。在翻

转课堂教学活动中，有大量以小组为单位完成的

活动，小组中每个成员有明确的分工和任务，既有

分工又有合作。通过小组活动，锻炼了学生的组

织、协调以及分工协作能力，小组成果的展示和汇

报提高了学生的沟通和表达能力。

４　结语
翻转课堂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通过改变

教学过程中师生的角色，使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

变为了知识学习的组织者，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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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生，这种教学理念尤其适合大学阶段的学习。

通过这种教学模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理论知

识的掌握程度，通过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活动，还能

有效锻炼和提升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沟通协作

能力及专业表达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

这种教学模式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教师不仅在课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在教学设

计和教学环节的把控上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还要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有大量的课外学习任务需要

学生积极完成，学生和教师之间的配合程度对

其教学效果有重要影响。因此，教师不仅要不

断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还要努力学

习如何与学生进行有效沟通，才能采用翻转课

堂的教学模式，达到提升教学效果、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的目的。

参考文献：

［１］国静．房屋建筑学课程设计教学方法改革探索［Ｊ］．
高等建筑教育，２００９（１）：１１３－１１５．

［２］陈怡．基于混合教学的翻转课堂教学设计与应用研
究［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２０１４．

［３］何朝阳，欧玉芳，曹祁．美国大学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的启示［Ｊ］．高等工程教育，２０１４（２）：１４８－１５１．

［４］张金磊，王颖，张宝辉．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Ｊ］．
远程教育杂志，２０１２（４）：４６－５１．

［５］陈晓菲．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Ｄ］．武汉：华中师
范大学，２０１４．

［６］杨晓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本土化策略研究［Ｊ］．中
国电化教育，２０１４（１１）：１０１－１１０．

［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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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６－５５．

［８］张所娟，廖湘琳，余晓晗，等．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框架下的
翻转课堂教学设计［Ｊ］．计算机教育，２０１７（１）：１８
－２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Ｃｏｕｒｓｅ

ＧＵＯＪｉｎｇ，ＦＡＮＨａｉｔａｏ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Ｙａｎｔ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ｔａｉ２６４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ａｎｅｗ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ｈｏｔａｒｅａ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ｃｏｕｒｓｅ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ｔｅｒｍ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ｉｓａ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责任校对　朱春花）

９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