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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研究】

翻转课堂模式对初中生
自主学习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王赫男

　 　 【摘　 要】自主学习能力对学生终身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知识传递过程发生

在课前学生的自学活动中,因此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翻转课堂模式产生了相互的影响. 本研究选择同一数学

教师所执教的 2 个一对一数字化环境下教学班级进行了为期 6 周的翻转课堂教学实践. 通过定量研究与定性研

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观测实践前后学生在网络环境下自主学习能力的变化. 结果表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

初中生网络环境下自主学习能力各个维度均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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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以来,“新冠”疫情打乱了各级各类学校

的教学进度,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学校开启了利用网

络平台,“停课不停学”的探索实践. 在这样的教学模

式转变下,学生在网络环境下的自主学习能力就成为

影响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 本文以初中数学学科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为背景,介绍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翻转课堂模式及其特点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如图 1 所示. 将传统教学中

的课上教授讲授,课后学生进行应用练习的模式,课
前学生进行自学,教师在课堂上针对学生认知的重难

点问题进行讲授、组织教学活动,课上增强师生互动,
课后进行成果反馈和总结评价.

翻转课堂的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知识传授和知

识内化发生情境的颠倒,二是师生角色的变化. 传统

教学往往更注重学习过程的第一步,即信息传递,并
把这一过程放在最重要的环节,也就是课堂上;但他

们忽略了第二步,学生的吸收内化,往往需要学生在

课后自行完成. 结果本应用于师生互动、同伴协作和

交流的课堂,常常被教师一个人占用来做知识传授.
在翻转课堂模式下,学生通过自学能够掌握大部分低

层次的认知目标,而知识内化、高阶目标的达成变为

在课堂上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中完成. 学习过程中,每
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定学习步调、自
选学习方式,充分发挥自主性.

二、自主学习能力及其测量

对于自主学习,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对自主学习研

究的理论和视角不同,目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自主学

习定义. 美国自主学习研究专家、纽约城市大学的齐

莫曼(Zimmerman,1997)教授对自主学习的有关定义

作了系统地总结,归纳出它们所共有的三个特征:
(1)强调元认知、动机和行为等方面的自我调节策略

的运用;(2)强调自我定向的反馈循环过程;(3)强调

如何使用学习策略[1] . 美国密执安大学的宾特里奇

(Pintrich,2000)教授也给自主学习下了一个相似的

定义. 他认为:自主学习是一种主动的、建构性的学习

图 1　 翻转课堂模式

·15·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初中数学教与学　 　 2022. 11　 　 　 　 　 　 　 　 　
JU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MATHS TEACHING AND LEARNING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首先为自己确定学习目标,
然后监视、调节、控制由目标和情境特征引导和约束

的认知、动机和行为等[2] .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学习环境下的自主

学习能力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

展规划(2011—2020 年)》中提到,要“培养学生信息

化环境下的学习能力”,并进一步明确其主要维度包

括:“使用信息技术学习的意愿;运用信息技术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健康使用信息技术的自律

性. ”苗青认为,信息技术环境下的自主学习能力,强
调学生将信息技术作为学习环境、学习资源、学习方

式以及认知工具的能力,并且以信息能力为核心. 信
息能力主要是指获取信息能力、处理信息能力、传播

信息能力以及信息免疫能力[3] . 李欣在基于网络的中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调查和研究中,从信息能力、思
维能力、交往能力、参与能力和成就目标定向 5 个方

面对自主学习能力进行了界定和调查[4] .
如何测量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庞维国提到,当

自主学习被作为一种能力来测评时,研究者所考察的

是基于若干自主学习事件的整合与抽象而得出自主

学习的质量. 采用这种测评方式通常是为了预测学生

是否能够在某些情境下自主学习,它需要澄清自主学

习的构成成分. 在这方面主要有三种测评方法,分别

是问卷测评法、访谈法和教师测评法. 由于研究的便

利性及数据收集的准确性,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大
多数的研究者所采用的都是问卷测评法,或将问卷测

评与访谈和教师测评相结合的测评方法[5] .
王焕景、张海燕在对网络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现

状的调查中从学习者的自主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
规划学习的能力、网络操作技能、学习者之间的交流

合作、自我监控能力等方面而进行调查[6] . 伯纳德

(Barnard)等在研究学术在线学习的过程中的自我监

控时,开发了一个在线自主学习量表 QSLQ(Online

Self - Regulated Learning Questionnaire),在这个量表

中,从 6 个维度,24 个因素进行了自主学习的测量. 6
个维度分别是:确定目标、适应环境、完成任务的策

略、时间管理、寻求帮助和自我约束[7] .
依据文献调研已有研究的成果,结合概念界定及

已有的量表,本研究开发了《数字化环境下中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测评量表》,从目标与计划(4 项)、自主学

习策略的应用(6 项)、寻求帮助(5 项)、使用信息技

术学习的意愿(6 项)、健康使用网络(4 项)、自我约

束(监控、反思、调整,共 5 项)六大维度进行了测量.
用李克特 Likert 五分量表法进行测评,经过信效度检

验,此量表的科隆巴赫 α 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 872,
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了某初中一对一数字化环境下同一

教室执教的两个班级,随机指定实验班和对比班. 翻
转课堂模式仅在实验班数学学科课程学习中使用,对
比班仍按常规模式进行授课,持续时间为 2 个月.

在确定了研究合作教师和研究对象后,研究者与

合作教师一同进行了实验内容的选择. 在内容选择的

过程中,主要考虑到的因素包括:内容难度是否适合

学生自学、在课上是否适合进行适当的拓展应用、翻
转课堂实施的周期性等. 实验课前、课中、课后部分的

相应教学活动如图 2 所示.
课前阶段,结合教学内容,教师进行目标的分析,

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的角度,将教学内容的相应教

学目标进行由低到高的分类,即知道、理解、应用、分
析、综合、评价. 在翻转课堂教学目标的设计中,将低

层次的目标(如知道、理解)对应的教学内容一般在

课前由教师提供教学资料、视频等内容由学生独立学

习;而高层次的目标(如应用、分析、综合、评价)对应

的内容,由师生共同在课堂上通过参与教学活动进行

学习. 马绍尔等指出[8],在传统课堂中,学习者总是在

图 2　 实验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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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姆目标分类中的低层次目标(知道、理解)上花

费大量的精力;而在翻转课堂模式中,教师将低层次

目标安排在学生课前自学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在任何

时间暂停、重看、复习这些内容. 在课堂上,教师和学

生可以在高层次目标(应用、分析、综合、评价)上集

中精力.
课堂上的教学活动主要包括:(1)自学反馈,结

合学生的自学情况进行回顾和总结,帮助学生处理在

自学中遇到的问题,达成所设定的课前阶段的教学目

标. (2)延伸思考,结合教学内容,在学生掌握低层次

目标的基础之上,进行适当的拓展应用,通过教师创

设情境、提出问题的方式,启发学生进行延伸思考,促
进知识的迁移和应用. (3)拓展应用,教师进一步提

出问题,学生自主思考或小组合作解决,促进学生对

所学知识的深层次应用. (4)总结归纳,在课堂教学

结束时进行课程的总结,帮助学生总结回顾. 课堂中

师生互助、学生的小组活动、师友互助贯穿于整个教

学过程之中,与学生的自主学习相配合,以促进学生

更好地实现学习目标.
课后活动可分为几类:一是总结回顾类,学生复

习、练习本课所学内容,在课前和课中学习的基础之

上进一步进行巩固和深入;二是元认知类活动,包括

对自己的学习过程的反思、学习方法的总结与回顾

等;三是分享交流类,学生分享自己在课前、课上活动

中获得的一些经验、教训等,进行展示和交流.
四、结果分析

(一)实验班和对比班前后测数据分析

在实验前,首先进行了前测,了解实验班和对比

班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利用 SPSS18. 0 软件,将实验

班和对比班的前测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得
到的结果显示,前测阶段实验班和对比班数据,存在

极其显著差异,T = - 13. 642,P < 0. 005. 从几个维度

来看,除健康使用网络能力这一维度以外,实验班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其他几个维度均显著低于对

比班.
而经过 2 个月的实验后,实验班和对比班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在各个维度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总分

上,实验班总分均值为 119. 38,对比班总分均值为

121. 81,T = - 0. 372,无显著差异.
为观测实验班的 2 个月时间内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变化情况,排除实验期间被试自主学习能力自然

增长的因素,分别对对比班和实验班数据进行前后测

的配对样本 T 检验. 利用 SPSS18. 0 软件,将对比班的

前后测数据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对比

班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前后测数据从总分及各个维

度的均值没有显著变化,P > 0. 05. 也就是说,在没有

外界因素影响的情况下,2 个月时间内,对比班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并没有显著变化.
针对实验班的自主学习能力前后测数据,也进行

了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可以看出,实验班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除健康使用网络这一维度以外,其他各个维度以及总

分,后测数据均值均高于前测数据,且 P < 0. 05,差异

显著. 可以看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开展,促进了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整体提升,同时在目标与计划、自
主学习策略的应用、寻求帮助的能力、信息技术使用

意愿以及自我约束等维度,都有显著提升.
(二)实验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变化详细分析

为了更好地观测了解实验班学生的数字化环境

下自主学习能力变化情况,以下分析均为利用实验班

前后测数据,利用 SPSS18. 0 软件进行前后测配对样

本 T 检验所得结果(参见下页表 2).

　 　 表 1 实验班前后测分析

自主学习能力 后测 前测 T 值 P

目标与计划 15. 93 ± 2. 91 14. 93 ± 2. 91 2. 454 0. 018

自主学习策略 24. 40 ± 3. 80 22. 45 ± 4. 40 3. 461 0. 001

寻求帮助 19. 98 ± 3. 14 18. 31 ± 3. 11 3. 172 0. 003

信息技术使用意愿 24. 26 ± 3. 85 21. 11 ± 3. 68 5. 596 0. 000

健康使用网络 14. 83 ± 3. 17 14. 29 ± 2. 68 1. 122 0. 269

自我约束 19. 98 ± 3. 29 18. 79 ± 3. 34 2. 526 0. 015

总分 119. 38 ± 12. 52 109. 88 ± 15. 06 6. 19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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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实验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变化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前测 后测 T 值 P

目标与计划

目标制定 3. 76 ± 0. 85 4. 14 ± 0. 84 3. 378 0. 002

制订学习计划 3. 62 ± 0. 91 3. 9 ± 0. 82 2. 077 0. 044

总分 14. 93 ± 2. 91 15. 93 ± 2. 91 2. 454 0. 018

策略的应用

记笔记或划重点 3. 57 ± 0. 99 4 ± 0. 89 3. 469 0. 001

时间分配 3. 71 ± 1. 04 4. 21 ± 0. 87 2. 864 0. 007

深入学习 4. 07 ± 0. 92 4. 45 ± 0. 71 2. 568 0. 014

建立联系 3. 62 ± 0. 96 4. 14 ± 0. 75 3. 599 0. 001

总分 22. 45 ± 4. 40 24. 40 ± 3. 80 3. 461 0. 001

寻求帮助的能力

遇到困难会主动求助 4 ± 0. 86 4. 26 ± 0. 77 1. 98 0. 044

遇到问题向师生求助 3. 26 ± 1. 11 3. 62 ± 1. 17 2. 147 0. 038

善于利用信息化手段 3. 2 ± 1. 05 3. 6 ± 1. 13 1. 947 0. 048

喜欢讨论和分享解决方法 3. 55 ± 1. 02 4. 12 ± 0. 83 2. 913 0. 006

总分 18. 31 ± 3. 11 19. 98 ± 3. 14 3. 172 0. 003

信息技术工具使用意愿

喜爱程度 3. 67 ± 1. 00 4. 40 ± 0. 86 4. 243 0

能够提高学习效率 3. 5 ± 0. 92 4. 21 ± 0. 84 5. 041 0

与纸质材料比较 3 ± 1. 17 3. 48 ± 1. 04 2. 354 0. 023

信息技术工具软件的帮助性 3. 93 ± 0. 84 4. 24 ± 0. 76 2. 570 0. 014

网络活动参与积极性 3. 79 ± 0. 81 4. 31 ± 0. 79 4. 073 0

未来的期许 3. 24 ± 1. 01 3. 62 ± 1. 08 2. 284 0. 028

总分 21. 11 ± 3. 68 24. 26 ± 3. 85 5. 596 0

健康使用网络网络 主要功能是娱乐 3. 45 ± 1. 13 3. 93 ± 1. 11 2. 321 0. 025

自我约束能力

自我调整 3. 86 ± 0. 90 4. 19 ± 0. 81 2. 471 0. 018

元认知 3. 9 ± 0. 91 4. 19 ± 0. 81 2. 016 0. 050

总分 18. 79 ± 3. 34 19. 98 ± 3. 29 2. 526 0. 015

　 　 在目标与计划方面,实验班学生在制定学习目标

与学习计划两个二级维度有显著差异,通过观察、访
谈进行分析,主要原因可能是课前提供的学习指导单

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帮助学生更好地明确了自学的目

标,制订学习计划.
在自主学习策略的应用方面,学生在自主学习策

略应用的总分以及记笔记或划重点、时间分配、深入

学习、建立新旧知识的联系几个方面都有显著提升.
这表明,翻转课堂能够提供给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机

会,学生可以自选方法、自定步调地进行学习.
实验班学生在寻求帮助的主动性、方式、多样性、

喜好以及总分上都有显著提升. 尤其是其中“与老师

和同学讨论和分享解决方法”这一项,前测均值为

3. 55,后测均值达到了 4. 12,有大幅提升. 可见翻转

课堂这一模式能够促使学生更多地与老师和同学共

同解决困难,分享处理问题的方法.
学生使用信息技术工具的意愿,在各个方面均有

显著提升,一方面说明网络班学生本身对于信息技术

工具的使用意愿本身就比较高,另一方面,也说明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开展,促进了学生更多地认识信息

技术工具能够在课上课下的学习中为他们提供哪些

帮助和支持,学生对这样的学习模式是认可的.
在健康使用网络这一部分,主要围绕着在使用网

络的过程中学生能否专注学习、是否被社交媒体吸

引、意图以及网络功能认可来进行. 在量表中,这一部

分的几个选项是反向题目,得出的前后测值中,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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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越接近 5 表明被试对这个选项的陈述越反对.
结果表明,实验前后对学生“网络的主要功能是娱

乐”的观点产生了显著变化,另外也说明学生本身在

健康使用网络这方面就已经有比较好的表现.
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在自我调整和元认知以及

总分上有显著提升. 可见,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实施,
使得学生会主动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和状态、从元认

知的角度寻求更好的学习方法. 对于学生自律性、努
力程度以及自省能力的提升,可能需要从其他角度寻

求解决方法.
(三)师生调研结果及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实验教师和学生对翻转课堂模式

的感受与评价,特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如下:
实验班学生学习积极性较高. 通过教师访谈、学

生测验结果佐证,经过 2 个月的翻转课堂实践,学生

的学习态度、学习积极性有提升,实验班学生的学习

成绩与对比班没有显著差异. 在学生的课堂参与积极

性、作业完成情况等方面,实验班优于对比班.
实验班学生对翻转课堂模式给出了积极评价. 对

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82%的学生表示喜欢

这样的自主学习方式,84%的学生表示比较乐意参与

翻转课堂这样的教学模式,90%的学生认为翻转课堂

模式下的学习效率比传统课堂要高. 从针对师生的调

研可以看出,除了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影响以外,翻转

课堂在效果上也得到了师生的认可.
五、讨论与启示

(一)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

发展有积极作用

上述研究数据表明,经过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实

践,学生在自主学习能力中目标与计划、学习策略的应

用、寻求帮助、信息技术工具使用意愿、自我约束能力

等维度上都有显著的提升. 翻转课堂从教学模式的转

变上,为学生提供了更多自主学习的机会和时间,学生

拥有了学习的主动权,以“自己的步调”去应对学习,教
师的角色由知识传递者转换为帮助者、问题解决者,学
生的学习主动性被激发,深度学习成为可能.

(二)网络环境下学生自学过程需要更精准的学

习设计

通过对参与实验的师生进行访谈了解到,翻转课

堂模式下对学习目标的精准的划分、对学生学习过程

起到引导作用的“预习单” “学习单” “作业单”的设

计与应用,对教师反思教学设计过程、学生把握自主

学习进度起到了促进作用. 要想让学生高质量地学

习,就要进行高品质的学习设计,从学生的角度出发,
设计其学习的计划、活动和系统,这是翻转课堂模式

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三)翻转课堂模式可以作为疫情防控常态化阶

段的课程改革的尝试与探索

抗击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停课不停学”的线上教学

模式已经逐渐被师生所适应,这改变了师生原本教学

的时空关系、沟通方式,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生成了

大量经过教师精心设计的优质教学资源. 在学生返校

后、国内各地有小规模暴发的情况下,摆在教育者们面

前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完全回归到疫情之前的状态,还
是在信息技术的助力下以翻转课堂模式为探索进行一

定的改革创新,是新形势下学校管理者们可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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