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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中从目前职业学校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探讨了如何在以“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指导下借助信

息技术建立网络学习空间，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环境，翻转了知识传递与知识内化的顺序，强化了教师的助学本性，

凸显了以自主性、碎片化为主要特点的学习过程的复杂性，实现教学模式、学习方式、教师角色、知识传播、教学重心、师
生关系等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为构筑优效教学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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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from the current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the occupation school，discusses how t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stablish a network of learning space in the guidance of education idea of“student centered”，to provide
personalized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and knowledge internalization order，strengthen
teachers' educational nature，to highlight the complexity of learning autonomy，process fragmentation as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implementation，teaching mode，learning mode，teachers' role，the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teaching focus，teacher － student
relationship has brought profound changes，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ffectiv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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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对教学

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翻转课堂就是以信息技术为手段，让

学生在课前自主学习阶段借助大量的、多样化的、优质的教学

资源获取知识; 在课堂教学实施阶段，对自主学习中的问题进

行讨论、解惑，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 在课后拓展中把课前阶

段和课中阶段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技能。
1 目前职业学校课堂教学现状分析

①班级授课制情况下的群体教学无法解决学生之间的个

体差异。目前课堂教学中采用统一化的课堂教学、培养目标、
教学模式、评价标准、教学环节、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教学步

骤，难以在课堂的有限时间里照顾到有众多差异的学习者，造

成群体教学的统一性和个体差异的矛盾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

难以得到解决。社会需求多样化的人才，注定教育必须关注

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关注人才培养的多样化和特色化，并在

此基础上因材施教。很显然，这是目前传统统一化的教学所

无法胜任的。
②教师在“重教”、不“重学”的单向知识传递过程中，对

于启发学生思维的意识较弱。填鸭式的、满堂灌的传统教学

模式中，教师主要关注于如何把要授课内容说清楚，而对于学

生的思路是否与教师同步以及学生是否接受教学内容，教师

则很少关注，因此，学生在这一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整体

的听课状态是跟着老师的思路走，逐步养成了惰性思维。知

识经济时代强调创新，教学必须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和生命

成长，善于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③从知识载体的角度来看，仍以教材为主。相对于物流

行业的快速发展，教材的更新缓慢造成教材中的很多内容过

于陈旧，相应的实践、经验也跟不上物流的发展，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例如，在《物流运输管理实务》中

关于多式联运路线选择的知识点，仅靠教材所提供的有限的

知识经验很难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借助信息技术通过真实

情境再现教学对象和教育场景，使得课堂教学完全突破了时

间和空间的限制。
④传统的课堂教学理念阻碍了教学改革的推进。传统的

“三中心”教育理念，即课堂中心，书本中心，教师中心，在课堂

上通过“满堂灌”的方式进行知识传递，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

地位，而吸收内化环节则安排在教师和学生分离的课后环节，

造成在学生有需要时往往得不到教师的及时帮助，使得教学

效果的含金量不高，因而转变教育理念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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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培养新时代的创新型、多样化的

人才，需要实现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实现教

学顺序由“先教而后学”到“先学而后教”的转变，把关注点转

移到学生的知识内化，最大限度开发学生的思维意识，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以学生的学习效果最优化为最终目标。
2 职业学校的翻转课堂教学实施分析

2． 1 职业学校的翻转课堂教学实施的条件

①信息技术是实施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基础。翻转课堂

的实施是以优质的、多样化的资源作为基础的，现有教材的知

识结构无法跟上物流的快速发展，只有借助信息技术条件下

的网络资源才有可能顺利实施翻转课堂教学; 同时网络资源

的丰富性和趣味性、可选择性、学习时空的自由性为学习者构

建出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便于教师因材施教，为培养创新型人

才打下基础。
②学生的学习素养是实施翻转课堂的基础条件。相对于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翻转课堂虽然赋予学生更多的学习自

由，营造出更开放的个性化学习环境，为创新型人才所必须具

备的自由发展个性提供了契机。但是，翻转课堂也对学生的

学习自主性和能动性、自学习惯、自学时间、知识结构等都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若学生没有达到实施翻转课堂的条件，很可

能最终翻转课堂的教学效果可能还不如传统教学，造成低效

教学甚至无效教学。
③教学改革的实施以及教育理念的发展为翻转课堂的实

施提供了先机。随着教学改革的实施以及教育理念的发展，

探究式课堂、“先学后教”以及“杜郎口”的教学模式，实现了

从以教师的教为中心到以学生的学为中心的转变，使得“以学

生为本”的教育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主动性

学习、自主性学习、个性化学习和协作学习等良好的学习习

惯，为翻转课堂在教学中的实施提供了先机。
④教师的综合素养是实施翻转课堂的关键所在。在以学

生的“学习活动”为中心的翻转课堂中，教师不仅要有改变传

统教学思维的意愿、很强的创新意识，而且教师对于学生在不

同阶段的知识掌握情况、心理状态等都要进行及时的掌控，便

于进行适时的个性化指导，以上都对教师的专业知识结构、教
学方法、现代教育技术、信息技术应用等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⑤翻转课堂以优质丰富的网络资源支撑为保障。若教师

课前无法为学生提供优质的自主学习资源，就难以激发学习

的兴趣，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导致课前的自主学习以

失败而告终，进而影响到翻转课堂的实施。为此，教师不仅要

开发“经济型”的个性化学习资源，而且要寻找优质的网络资

源，如国内外现有的慕课、公开课、共享课和微课。
翻转课堂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将有机会关注学生的个性

化成长，学生将有机会获得更多的优质资源，思维与眼界更加

开阔，有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同时教师在见证学生成长的过

程中收获了职业幸福感。
2． 2 高职教育的翻转课堂教学实施过程

翻转课堂的课前环节是围绕事先设定的问题进行自主学

习的，课中课堂教学则是针对问题而进行的讨论、解惑的过

程，并产生新的问题且置于课后拓展环节。可见，问题是翻转

课堂教学实施的一条主线，其中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

程以及教学环境均是围绕问题进行的，通过问题的设定能够

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探究知识的欲望。
2． 2． 1 课前教学设计

①课前教学设计分析。主要包含学习内容分析、学习目

标分析、学习者特征分析、学习任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设计

任务间的自动解锁功能、学习进度模块，方便教师直观地了解

学生学习进度及学习效果。
②教学资源的生成。首先，学生课前自主学习时最关键

的是获取资源，资源可以是视频、企业的真实案例、新闻等多

种形式; 其次，设计网络学习空间，根据所处的学习阶段调用

不同的学习资源( 采用自动解锁功能) ，如在课前自主学习阶

段以浏览学习资源为主，并有辅助性的简单测验。
③实施课前自主学习。首先，学生在“自主学习 + 巩固 +

测验 + 交流”的过程中，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习资源、掌握学

习步调和进度，依据任务的难易程度采用独学与群学，满足其

个性化学习需要。对网络学习空间的相关资料进行学习、总
结、完成自主学习任务单，依据相关测验的完成情况确定“已

有的发展水平”; 其次，在课前学习过程中教师要时刻关注学

生的学习动态，借用问题搭建层与层之间的阶梯并诱发探索，

促进新的教育体验的生成; 最后，分析课前学生学习情况，总

结学生的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设计课中教学各环节的内容、
时间和比重。
2． 2． 2 课中任务设计

第一环节是针对共性问题进行答疑解惑，完成学生的理

论知识建构。教师根据学生课前自学情况，针对共性问题借

助知识间的阶梯层层递进，逐步解决，最终完成理论知识的建

构与内化; 第二环节是学习共同体汇报设计方案，并实时连线

邀请专家判断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最后在教师的指

导下完善实验方案，完成学生的实践技能提升; 第三环节是课

堂小结，各学习共同体讨论与反思，提升面对新情境时的问题

解决能力，同时，教师对学习共同体各成员进行课堂表现评

价、合作性评价、成果评价、形成性评价。
2． 2． 3 课后拓展升华

首先，课后环节是前两个环节的延伸，教师凭借实践经验

继续为学生搭好认知的台阶，并帮助学生跨上认知的台阶，让

学生尽可能从整体上把握“知识链”，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

践技能在广度、深度上拓展，借此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其次，教师通过分析整个翻转课堂的数据，得出学生学习的规

律、学生的心理活动规律，为下阶段开展教学活动提供帮助。
在翻转课堂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借助信息技术手段了解

学生学习方式、学习习惯、心理状态、对知识的把握度，进而对

学生学习需求本身进行还原，最终实现了从教师到多个学生

的课堂教学转变为教师到几个学生甚至一个学生的个性化

教学。
2． 3 高职教育的翻转课堂教学变革

2． 3． 1 转变教学模式，增加学生的学习效果，实现优效教学

翻转课堂将传统的、单纯的“一对多”、被动接受的教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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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转变为“一对一”与“一对多”、课上与课下相结合、主动学

习的教学模式，课前学生根据教师提供的优质网络教学资源

自由选择学习时空进行个性化学习，教师进行针对性指导，课

堂则演变为共性问题的解决场所以及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互

动交流的场所，课后则对前两个阶段的教学内容作进一步加

深、拓展与强化，这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以及学习责任心是非常有意义的。可见，通过翻转课

堂对教学内容依据层层递进的关系进行多次分布呈现，实现

了对新知识的一次讲解，一次内化向多层次、渐进式内化的转

变，使学生能够把一个链条上不同层次的知识点串联起来，实

现从有效教学向优效教学的转换。
2． 3． 2 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学生的角色在传统课堂教学的知识传播过程中处

于被动地位，而在翻转课堂中，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

适合的时间、地点、方式、节奏来安排自己的学习，学生的主体

地位得到强化，学生成为知识的主动构建者; 其次，翻转课堂

延长了学生的学习时间，因此，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探究学

习、协作学习与小组交流，完全有可能从传统的、被动式接受

知识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同时教师也有充足的时间对学生进

行个性化指导，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最后，

教师利用知识间层层递进的关系设置问题，并合理引导学生

跨越认知台阶，有意识启发学生的思维。学生的学习方式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让学生自由选择阶段获得知识学习

的乐趣，在探究过程中成为知识的发现者与创造者，可最大程

度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与潜能，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2． 3． 3 教师成为多重身份的拥有者

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教学的主导

者。在翻转课堂中，教师根据学生的需要收集或创作资料并

对其进行二次处理，设计分层次的梯度推进问题，对共性问题

组织讨论，对个性问题进行个性化指导，有更多的时间对不同

的学生因材施教，适时引导、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经验体会

等，并据此帮助与引导学生向高层次梯度的知识展开学习。
由此可以看出，教师变为收集者、创作者、设计者、组织者、指
导者、记录者、帮助者与促进者等多重身份的拥有者。
2． 3． 4 知识传播的载体、方式、媒介均发生了变化

随着电子化、数字化、网络化的优质教学资源进入课堂，

为学生在翻转课堂教学中跨越时空的课前学习阶段提供了可

能性，同时教师的知识传授也从课上的讲授式、交互式为主转

变为课前的引导→自主学习→探究→发现知识以及教师的个

性化指导，课上的讨论解决共性问题以及成果交流汇报，课后

的问题式拓展升华。可见，由于知识传播的变化，大量的、可
重复利用的、形式多样的教学资源形成较强的组合效应，实现

了优质资源共享，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学生学习的时

间、地点、深度和广度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可见，随着信息技

术的应用，知识传播从纸上走向纸上和线上、从课上走向课上

和课下相结合的方式。
2． 3． 5 教学重心从教师的教转为学生的学，向学生方向发生

偏移

传统的课堂教学侧重于如何把知识讲清楚，教学中看重

如何教; 翻转课堂中注重于学生如何学，学生学的效果如何，学

生的学习过程是怎样的。在以学为重心的翻转课堂中，教师的

主要功能是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进行适时的导学、助学、组学，

而学生在独立学习、协作学习的过程中探究、发现、理解、掌握、
应用知识，即知识的吸收内化环节成为教学活动的重心。
2． 3． 6 师生关系从知识的传授者、接受者转变为师生的学习

共同体

在以问题为导向的翻转课堂中从课前到课上，再到课后

的自主学习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个接力式助学平台，教师在学

生探究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供支撑; 同时教师也在指

导与促进学生的学习中丰富专业理论知识，提升专业实践技

能、信息技术能力，强化自身教书育人的能力。
3 实施翻转课堂教学的关键

3． 1 对教师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翻转课堂中，优质的教学资源准备、个性化指导等教学

活动都对教师的学科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课堂的教学活动虽有一定的预设，但对于共性问题、个性

问题、成果汇报、小组讨论等有可能出现随机性的状况，这时需

要教师有临场应变能力; 对于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

态、知识发展水平、技能掌握情况等，教师应有一定的分析判断

能力以及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 同时，教师在参与学生的课前、
课中、课后的整个学习过程中需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3． 2 学生的综合素质是翻转课堂实施的关键

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相比大大延长了学生课外学习的时

间。首先，课外教师无法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对于学生学习的

意愿、时间、能力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否则无法进行跨越

时空的课前自主学习，自然无法保证学习效果; 其次，整个学

习过程中，学生的经验很难对于自身的发展水平进行判断; 再

次，面对课前的优质教学资源，学生无法正确选择适合自己的

资源; 最后，过多的翻转课堂会加重学生的课后负担，使学生

产生厌烦情绪，使得最终的学习效果还不如传统课堂。
3． 3 学习内容上的划分以及认认知台阶的搭建是顺利实施

翻转课堂的基础

在翻转课堂中，课前阶段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主要内

容是和问题相关的定义、视频、图片、新闻等基础性知识; 课中

教学是在教师的精心组织下，以课前学习为基础，通过小组讨

论、成果汇报等形式，使学生的知识、技能上升到较高层次; 在

课后拓展阶段，把问题进行二次处理转化成更高层次的任务，

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其知识与技能的发展水平上升到

最高层次。因此，课前、课中、课后在学习内容上的划分以及

认知台阶的搭建，不仅能够使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得到有效提

升，而且对学生的高阶思维意识的培养也有很大的帮助。
3． 4 设计科学合理的教与学评价方案

现有的评价体系中，大多数以学生的终结性评价为主，而

翻转课堂中由于延长了课外自主学习时间，且课前学习结果

影响教师对于随后的课堂教学组织，因此，对于学生的过程性

与即时性评价显得更加重要，通过评价使隐性的思维发展以

及瞬时的学习态度显性化，能够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另外，教师的方法、态度等对学生的学习有 ( 下转第 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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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网络协调器程序设计

本系统中 ZigBee 无线传输网络的组建、路由器的维护、各
类参数的采集与上传等重要环节的运行都需要网络协调器来

负责完成。网络协调器的软件运行流程如图 7 所示。当网络

协调器上电之后，系统首先会进行初始化，以便使系统进入

ZigBee 网络的启动环节。一旦网络启动成功，系统就开始处

于等待状态。如果此时有传感器和路由器等子节点成功加入

网络，每一个成功加入的子节点会随即被分配一个唯一的 16
位网络地址。然后，系统开始处理其他事件，如果收到传感器

有数据传输过来，则将数据接收并上传至上位机，由此进入下

一个循环周期。

图 7 协调器主程序流程

3． 3 网络路由节点程序设计

路由节点在系统中起着中转枢纽的作用。该软件流程如

图 8 所示。路由节点网络在运行的过程中时常会出现掉线的

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系统在软件设计中应用了心跳机

制，该机制使得路由节点周期性的向协调器发送固定格式的

数据包，确保路由永远在线。

图 8 路由器主程序流程

4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ZigBee 协议栈的船舶机舱监测系统

的设计方案，该方案解决了目前传统机舱监测系统存在的布

线繁杂、维护不方便，采集节点较少等问题，实现了船舶上无

线网络数据传输的功能。该系统能够可靠的监测机舱里的各

类参数的变化，保证了船舶的航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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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影响，因此，对于教师的教学过程性评价也是必须的。
3． 5 优质的网络资源是实施翻转课堂的强有力支撑

优质的、丰富的教学资源可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层次、不
同个性的学生的选择性需求，是实施翻转课堂的强有力支撑。
教学资源的来源若完全来自于授课教师本人，那么由于教师

的经验、时间有限性，很难保证教学资源的质量。因此，大量

的、公开的图片、新闻、文字资料、视频、精品课程、慕课、微课

等网络资料就成了教学资源的最重要保障。
4 结束语

翻转课堂为教学变革带来了正向的能量，重在培养学生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及创新思维，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
翻转课堂实施中通过设置网络空间集中了丰富的、优质的教

学资源，不仅满足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又便于教师利用

碎片化时间了解学生的心理活动、学习过程、知识掌握情况

等，继而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个性化指导，达到了教学相长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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