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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起源" 特点及研究现状! 提出融合 ZM\核心思想的 )医学文献检索* 课

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包括课前学习" 课中互动" 课后实践 . 个模块! 指出该模式可使教师和学生实现角

色转换! 适合大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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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翻转课堂 $[B2887= OB933:<<C! [OW% 即让学生

利用业余时间自主学习各种资料 $如教学视频.

ZZ5等% 来完成对新知识的学习! 课堂时间则通过

教师答疑解惑. 小组汇报讨论等方式开展的一种教

学方式! 是将传统的学习过程翻转过来的一种教学

模式+",

' 翻转课堂起源于美国柯罗拉多州林地公园

高中! &#"" 年可汗学院的创办人 Q9BC94 6̀94 在

5ES大会上的 (用视频再造教育) 演讲使翻转课堂

成为教育研究领域热门话题+&,

' 基于问题学习

$Z:<GB7C*G937= \79:424J! ZM\% 是由美国神经病

学教授 M9::<K3于 "/+/ 年在麦克马斯特大学首创的

一种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ZM\教学法的核心

思想可以总结为* 以问题作为学习的起点! 问题的

解决就是知识学习的过程+.,

' 翻转课堂一般采用小

班教学的方式进行! 因为在小班教学中教师在课堂

上可以回答每位学生的疑问及共性问题! 有利于学

生个体的培养' 课题组在翻转课堂教学中前两年采

用小班实施! 可以兼顾每位学生的情况! 教学效果

较好' 但现实教学中很多的班级都是大班上课! 小

班教学模式很难实施' 如何将翻转课堂的教学与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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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献检索课程结合起来并在大班教学中实施! 是

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的问题' 本研究探讨翻转课堂

如何融入ZM\的核心思想并在大班教学中实施'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特点及研究现状

$#!"微视频授课

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制作教学微视频! 视频通常

选择一两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教学目标明确! 知识

点讲解清晰' 这些教学视频较为简短! 通常时间范

围控制在学生注意力较集中的几分钟之内! 符合学

生身心发展的特征' 微视频中一般不出现教室及教

师形象! 排除可能分散学生注意力的因素' 发布的

教学视频可以实现暂停. 回放功能! 以便学生自行

控制学习进度! 进行自主学习'

$#$"师生角色转变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 教师从讲授者转变为学生

的辅导者! 如 Q9BC94 6̀94 所说* (这种方式并不像

站在讲台上讲课! 它让人感到贴心! 就像同坐在一张

桌子面前! 一起学习并把内容写在一张纸上)' 学生

从被动的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学习者! 通过各种努力

与探索完成知识的内化! 从而达到学习目标的要求'

$#%"教学流程重新构建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教学程序进行重构! 形成先

学后教的教学模式' 学生需要在课前学习教师录制的

视频! 完成学习目标' 课堂上教师就学生的疑难问题

给予有效的辅导! 促进学生知识的构建' 这种教学流

程的重构使传统教学中学生的从属地位得以改变'

$#&"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研究翻转课堂不同教学模式的文献

很多! 如美国富兰克林学院数学与计算科学专家

)<G7:;59BG7:;教授的翻转课堂实施结构模型& 南京

大学的张金磊等提出以信息技术和活动学习为有力

杠杆的翻转课堂模型+',

& 钟晓流等构建太极环式的

翻转课堂模型+(,

& 沈书生等提出将时间分为课外.

课内两段! 以学生为中心! 以电子书包为核心技术

手段的翻转课堂模式++,

& 张新明等构建基于 ll群

i59GB7;ZO的翻转课堂模型+%,

& 曾明星等构建软件

工程翻转课堂模型及其云计算教学平台等+$,

' 这些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各自教学的特

点! 但要在大班中实施还是比较困难'

%"融合+J8核心思想的 )医学文献检索*

课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探讨

%#!"概述

医学生所学课程较多! 课业负担重! 业余时间

较少! 因此 (医学文献检索) 课程只对部分内容开

展翻转课堂的教学探讨! 即在 . 大中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知网. 维普网.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及

外文医学文献检索系统 Z>GW7= 中实施翻转课堂的

教学' 由于这些内容实践性较强! 在进行翻转课堂

的教学后! 学生还有实践课加以巩固验证! 这样就

做到课前. 课中. 课后实践相互衔接! 课程知识内

容掌握较好的目的' 具体教学模式! 见图 "'

图!"融合+J8核心思想的 )医学文献检索*

课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课前学习

教师根据 (医学文献检索) 课程教学大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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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围绕 . 个中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维普资讯网.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及外文数据库 Z>GW7= 制作

教学视频' 在开课前 " 周将相关教学视频及课件上

传到服务器. ll群及微信上! 告知学生学习任务!

以便学生自学' 学生在自学相关视频及课件的过程

中! 教师及时督导学习进程' 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存在的个性问题! 教师并不一一解答! 而是引导学

生通过相互讨论得到启发! 从而解决个性问题' 这样

可以避免在大班教学中教师不能完全兼顾学生很多个

性问题的弊端' 教师只需要在开课前总结出学生在视

频学习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在课堂答疑问题' 另外教

师需要在课前设计出学生讨论的课堂问题并发布! 使

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查找课堂问题相关的资料! 以备课

堂讨论' 课堂上需要检测的问卷也要提前做好' 学生

通过服务器. ll群或微信阅读相应的学习任务! 学

习相关内容的教学视频或课件并将个人在学习中存在

的问题通过ll群或微信群及时提出! 学生之间通过

相互讨论. 互相启发来解决遇到的个性问题' 学生在

学完教学视频后要根据教师发布的课堂讨论问题! 查

阅相关资源! 准备课堂讨论发言'

%#%"课中互动

教师首先在课堂上详细回答学生在视频学习中

存在的共性问题& 然后发放检测试卷! 学生在规定

的时间内完成试卷! 教师公布试卷答案并根据答题

情况进一步掌握学生学习视频的情况& 教师就课前

发布的课堂问题组织学生分组讨论& 最后教师对学

生的分组讨论结论做出评价反馈' 学生根据教师的

答疑情况! 理解视频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掌握相关

学习内容' 完成课堂问卷后! 学生就课前教师发布

的课堂问题展开小组讨论! 相互启发. 合作! 得到

小组的对问题的结论! 推选小组成员进行结果汇报

或演示' 融入ZM\教学法的核心思想! 学生以问题

为中心展开讨论! 解决相关问题的过程就是理解学

习中存在疑惑的过程! 适合在大班教学中开展'

%#&"课后实践

在计算机实验室完成! 教师在学生实习过程中

及时发现和解决学生存在的个性化问题! 进一步分

析解决共性问题! 使学生对章节内容理解透彻! 在

计算机实验室完成相关数据库的实习操作' 在实习中

除少量需要学生共同操作的实训内容外! 大部分实践

内容由学生自选案例进行检索! 这样学生既可掌握.

巩固. 验证相应的知识点! 也可以结合学科内容或感

兴趣的课题进行实践! 强化个性化的学习'

&"结语

该模式强调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以学生为中心.

循序渐进. 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有效地将课前. 课

中. 课后教师和学生的任务衔接起来! 重视在各个

阶段教师和学生的互动过程! 突出教师辅导者和学

生主动学习者的角色转换' 在教学模式中融入 ZM\

教学法的核心思想! 学生以问题为导向! 通过查阅

资料. 课堂讨论解决问题! 达到知识内化的目标'

由于教师不需要针对每位学生的问题答疑解惑! 而

是对共性问题辅导! 学生的个性问题可以通过学生

相互讨论解决! 因此这种教学模式克服翻转课堂只

能小班上课的弊端! 适合大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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