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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何克抗教授提出的“双主”教学理论基础上阐述“主导 －主体 －主标”的“三主”教学理念，并从“以教师
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思辨能力培养为主标”三方面构建ＭＯＯＣ支持下的“三主式”翻转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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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１２年“慕课元年”以来，现代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助推作用日益显现。名校、名师、名课以ＭＯＯＣ
为媒介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同时，人们也不断探索慕课的优化模式及其与传统教学的结合方式。

以ＭＯＯＣ为基础的ＤＬＭＯＯＣ（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ＯＯＣ）、Ｍｅｔａ－ＭＯＯＣ、ＭＯＯＬｓ、ＳＰＯＣ的相继产生宣告着后
慕课时代的到来。随之兴起的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翻转课堂）、Ｂｌｅｎｄ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混合式学习）、Ｅ－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电子化学习）、Ｍ－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移动学习）等 ＭＯＯＣ支持下的新型教学模式给传统课堂注入了无限的
活力和无尽的可能。

１　研究背景
１．１　ＭＯＯＣ支持下的翻转课堂研究概述

以“ＭＯＯＣ”和“翻转课堂”为关键词，对“中国知网”收录的所有期刊进行篇名检索。检索结果显
示，国内学界对于ＭＯＯＣ的研究始于２０１２年，然而探索ＭＯＯＣ与翻转课堂的融合则起步于２０１４年，起
步虽晚，但热度持续上升（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主题中含有“ＭＯＯＣ”和“翻转课堂”的期刊论文统计

年份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篇数 ７ ３７ ８３ ２０

从表１可知，自２０１４年以来，ＭＯＯＣ与翻转课堂的融合研究论文共１４７篇。这些论文主要围绕基
于ＭＯＯＣ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及其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研究两方面展开。

曾明星，周清平等将ＭＯＯＣ资源与翻转课堂相结合，构建 “ＭＯＯＣ视频＋自制视频”模式、ＭＯＯＣ视
频替代模式以及二次开发模式［１］；陈晓红，高凡和何雪梅则提出融合 ＭＯＯＣ和翻转课堂优势的“准备、
先学、探学、助学、拓展”为一体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２］；李洁，兰博文等则探析了基于 ＭＯＯＣ和翻转课
堂理念的混合型教学模式［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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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新的教学模式之余，不少学者尝试着将其应用于实体课堂，以检验其在教学实践中的价值和

效果。陈晓露、武荷岚、王祖源在同济大学开展的翻转式ＭＯＯＣ课堂教学实验显示，参加实验的普通班
的成绩提高显著，但由于对新的教学方式的抵触或不了解以及信息处理滞后而导致无法按时完成学习

要求等原因使得学生流失率也相对较高［４］；胡杰辉、伍忠杰在电子科技大学进行了基于 ＭＯＯＣ的校本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实验。实验结果显示，此模式强化了学生的学习动机，使他们在语言知识和技能

层面上有很大的收获；学生对课堂的评价功能也赞誉有加，但 ＭＯＯＣ自主学习和课堂教学的协同性尚
需加强［５］。

１．２　问题提出
目前大部分基于ＭＯＯＣ的翻转课堂研究方面的论文都只是关注如何将ＭＯＯＣ融入传统课堂，实现

课前知识传授，课堂知识内化的教学过程的翻转，但却忽视了教学主体在新模式中的作用。然而，教师

和学习者作为一切教学活动的中心，对教学模式的设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

主体的“双主”教学理念对ＭＯＯＣ支持下的“三主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能
有效规避教学实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主导－主体”教学理念是由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克抗教授率先提出，刘军、祝雪珂等老师以此为依
据，构建了“双主”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并在北京的一所高中进行了实证研究［６］。然而“双主”式教学

模式关注的仅是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定位和作用，忽视了教学设计的重要依据，教学质量的主

要衡量指标———教学目标对翻转课堂的积极作用。能否拓展“双主”式翻转课堂的内核，将其发展为

“三主”式教学模式？可否树立一个呼应时代的教学目标以指导翻转课堂的教学设计及活动规划，是本

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２　“三主”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及内涵
“三主”式翻转课堂是“双主”式教学模式的继承和发展，它除了强调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中的角色和

作用以外，也为教学设计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２．１　“三主”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
“三主”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以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何克抗的“双主理论”以及“成就目标

定向理论”为基础而提出。

“掌握学习”理论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卢姆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Ｂｌｏｏｍ）于１９７３年提出。他认为：假如
教学是系统和实际的，如果学生在遇到学习困难时能得到及时的帮助，如果对掌握能规定明确的标准，

并且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去达到掌握新知的标准，那么９０％以上的学生的学习能力可以达到很高水平。
“掌握学习”理论为翻转课堂的课外自主学习以及互助平台的合作学习设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何克抗教授糅合以教师为中心的奥苏贝尔的“有意义学习”理论，“先行组织者”理论以及以学生为

中心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精髓，率先提出了“双主理论”，即，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设

计理论。此理论将“教”与“学”提到了相同的高度，既避免了满堂灌，又规避了盲目学，优化了教学

过程。

成就目标是指成就行为的目的，具有认知、行为和情感特征。成就目标定向有“两分法”和“三分

法”之争，但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三分法”理论体系能使研究结论更明晰、更有预测力。三分法理论体

系，即“掌握目标定向”“成绩接近目标定向”和“成绩回避目标定向”。该理论揭示了目标对学习的影

响力。不同类型的成就目标体现不同认知、情感和行为特征，并由此对个体成就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因此，学习目标对于“全人教育”意义重大，也是科学教学模式的应有之义。

２．２　“三主”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内涵
“三主”式翻转课堂理念是由何克抗教授提出的“主导 －主体”教学理论发展而来。其核心内涵是

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思辨能力培养为主标。在进行教学设计时不仅要充分发挥教师作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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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程的组织者、教学内容的设计者、学生意义建构的促进者、学生疑难偏误的解惑者等主导作用；也要

尊重学生作为知识的建构者、合作学习的参与者、深度学习的体验者的主体作用；还要明确思辨能力培

养是一切教学方法和手段，一切教学活动的主要目标。“三主”式中的“主标”不等同于某一特定科目或

特定教学内容的课程目标，它超越了学科间的差异，对一切 ＭＯＯＣ支持下的翻转课堂具有普适性。将
学习者思辨能力的培养作为“三主”式中的一个重要维度提出来，符合时代对于创新型人才的素质培养

要求。

３　ＭＯＯＣ支持下的“三主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ＭＯＯＣ支持下的“三主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由图１所示，由教师主导作用，学生主体作用以及以

思辨能力培养为主标三部分构成。

图１　ＭＯＯＣ支持下的“三主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３．１　以教师为主导
尽管翻转课堂将知识的传授移至课前，但这并没有削弱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课前

学习资源的制作与发布、学生ＭＯＯＣ学习情况的跟踪与记录、课堂活动的设计与开发、线上互动的组织
与参与处处体现着教师的主导作用。而课内的主导作用则聚焦于学习难点的讲解、学生疑点的解惑、自

主学习情况的反馈、课堂互动讨论的设计及评价等。因此，不论是课前亦或是课内，教师始终是主导者，

掌控着教学活动的节奏以及教学环节的设置。

３．２　以学生为主体
学生永远是学习的主体，是一切教育的意义所在。在 ＭＯＯＣ支持下的“三主式”翻转课堂教学中，

学生的主体作用得以进一步发挥。在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启发下设计的课前 ＭＯＯＣ中心平台自主
学习环节，学生通过自定义学习步调的自主学习、自我检测完成知识的初步习得，并在微信、ＱＱ等设立
的互动社区中以主动提问，积极答疑的互助学习方式加深对新知的理解。在课内，他们通过生生互动、

师生互动，自评、互评等主动学习的方式完成知识的建构和拓展。由此可见，倡导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

的翻转课堂，学生由被动的学习者成长为学习的真正主体。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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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以思辨能力培养为主标
思辨能力即思考、辨析的能力。不会思考，不善辨析是中国学生的通病，是教育深层问题的突出表

现。我们的传统教育将学习视为知识传授和掌握“科学真理”的过程，扼杀了学生批判和质疑的精神。

黄源深教授１９９８年首提“思辨缺席”［７］，２０１０年再谈“思辨缺席”，并大声疾呼：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
改革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８］。文秋芳教授针对中国学生思维能力训练不足的问题，构建了高层次思

维能力的理论模型，并将其运用于外语专业研究生教学中，收效显著［９］。近年来，“思辨缺席症”引起了

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大家纷纷呼吁重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纠正传统教育的偏误。作为新时

期，新型教育方式的代表，ＭＯＯＣ支持下的“三主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理应顺应时代的要求，将培养学
生的思辨能力作为主要教学目标，其主要实现路径为：（１）课程设置系统化。曲卫国教授坦言“唯有借
助系统知识，思辨才可能深入”，例如对于外语专业而言，突破狭隘的专业技能培养目标，根据本校特色

和条件设定多样化的专业培养目标并据此发展与外语相关的知识学科体系［１０］，方有助于学生扩大知识

面，拓展其思维空间，孕育思辨能力的沃土。（２）教学内容时代化。时代化并不仅仅指教学内容应摒弃
过时的语言材料与例证，更指教学内容的设计要服务这个时代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现阶段，思辨能

力的培养已成为全社会公认的教育第一要务，因此，教学内容的思辨性是时代化的具体体现。思辨性教

学内容须具有开放性、相关性、对抗性、思想性、典型性等特点，能有效激活学生已有的知识和体验，并唤

醒他们带着善思求实的态度追求新知的热情。

因此，教师在进行课程设计时，要依据“思维能力培养”的主标，让学习摆脱记忆和拷贝的陈规，回归其

本源，成为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三主”式翻转课堂在此“主标”的指引下，要特别重视ＭＯＯＣ教学资源
的启发性，互助学习社区的探究性以及课内合作学习的实效性，全方位促进学生思辨能力的发展。

４　结语
ＭＯＯＣ是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的重大突破，翻转课堂更是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教学模式的彻底

颠覆。ＭＯＯＣ支持下的“三主式”翻转课堂是当代“智慧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坚守“主导－
主体”的教育理念，同时也创造性地提出了“主标”概念，明确将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作为教学的主要目

标。“主标”概念的提出对于教师课前教学资源的设计，课中教学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

时也更加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使学习者在发展思辨能力这一目标的指导下，通过研究型

学习，培养求真、反思、质疑、探索的科学精神。因此，思辨能力的培养不仅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

归宿，也是ＭＯＯＣ支持下的翻转课堂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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