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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考察了线上翻转课堂模式在《仪器分析》课程中的实施和有效性。翻转课堂颠覆了传

统的教育模式，在课前线上提供教学内容，将课堂时间用于互动和应用学习活动。这篇论文利用定性

和定量研究方法，评估了翻转模式对学生参与度、对复杂分析技术的理解和整体学习成绩的影响。通

过课前和课后评估、学生调查和教师访谈收集数据。研究结果表明，翻转课堂模式不仅显著提高了学

生的考试成绩和实践理解，还提高了他们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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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online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in the course of 

Instrument Analysis. Flipped classroom subverts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l，providing teaching content on the front line 

of the class，and using class time for interactive and applied learning activities. This paper uses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flipped patterns on student engagement，understanding of complex 

analytical techniques，and overall study performance.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pre-and after-class assessments，student 

surveys，and faculty interview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not only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tudents' test performance and practice understanding，but also increased their engagement and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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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与意义 

翻转课堂是一种教学策略，也是一种混合式学习，它通过

在课堂外提供教学内容（通常是在线的）来扭转传统的学习环

境
[1，2]

。它将活动，包括那些传统上被认为是家庭作业的活动，

转移到课堂上。在翻转课堂模式中，学生首先在家里按照自己

的节奏观看预先录制的讲座，通过在线论坛与同学和老师交

流，并利用课堂时间参与互动学习活动和实践
[3]
。 

实施翻转教学的意义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4，5]

： 

（1）提高学生参与度：通过让学生在课堂上动手学习和

批判性思维，翻转教学倾向于提高参与度和主动学习，取代被

动接受信息。 

（2）个性化学习：它允许学生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并

具有暂停、倒带和复习讲座的能力。这种个性化适应了不同的

学习方式和速度。 

（3）优化课堂时间：随着讲座内容转移到家庭环境，课

堂时间被重新利用为研讨会，学生可以提出更多问题并参与合

作项目。 

（4）即时反馈：教师可以在课堂活动中提供即时和个性

化的反馈，显著提升学习过程。 

（5）更好的资源利用：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数字资源，使

教育材料能够在不同批次的学生中更新和重复使用。 

2.国内外研究现状 

翻转课堂最初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流行，由于翻转课堂的灵

活性和技术工具的可用性增加，它已经在全球各个层次得到了

采用，包括 K-12 教育
[6]
。虽然最初主要用于数学和科学等学科，

但翻转课堂现在已用于人文、语言和社会科学，显示出其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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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多用途优势
[7]
。 

研究表明，与传统的以讲座为基础的模式相比，翻转课堂

往往能提高学生的成绩和考试成绩
[8]
。例如，发表在《教育研

究评论》上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与翻转学习模式相关的学生

学习成果有显著改善。研究还表明，翻转学习模式的学生满意

度更高，特别是在课程的主动学习方面。 

当前线上翻转教学主要存在以下五点不足
[9，10]

： 

（1）接入不平等：并非所有学生都能平等地获得必要的

技术和互联网资源，这可能会扩大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差

距。 

（2）学生抵制：一些学生更喜欢传统的学习方法，可能

会抵制翻转模式，尤其是那些自我激励能力较差的学生。 

（3）教师准备：并非所有教师都准备好或愿意重新设计

他们的课程以适应翻转模式，这可能是劳动密集型的，并且需

要很好地掌握数字工具。 

（4）课前材料的质量：翻转课堂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课前材料的质量。设计不良的材料会损害而不是提高学

习效果。 

（5）评估挑战：在学生来上课之前评估他们的理解是具

有挑战性的，这可能会导致课堂活动无效。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线上翻转教学的改进方向主要包括以

下六点： 

（1）加强技术获取：学校和机构可以努力为所有学生提

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工具，可能通过为贫困学生提供赠款或贷

款计划。 

（2）专业发展：为教师提供培训和资源，以开发有效的

翻转课堂课程，有助于克服阻力，提高课程质量。 

（3）改进的材料设计：投资于高质量、引人入胜和互动

的课前材料，这些材料可以激励学生并为课堂活动做好准备。 

（4）学生导向：通过导向和如何从这种学习模式中获益

最多的详细指导，为学生准备翻转模式。 

（5）反馈机制：实施强大的反馈机制，允许根据实时学

生表现和反馈调整课前材料和课堂活动。 

（6）跨学科项目：鼓励使用翻转课堂进行跨学科项目，

可以通过展示多领域的实际应用来提升学习体验。 

通过持续的研究、适应和反馈，可以对线上翻转教学模式

进行细化和优化，以克服目前的不足，使其成为一种更有效、

更包容的教育策略。这需要教育机构、教师、学生和政策制定者

的共同努力，以确保翻转教学的好处在整个教育领域得到实现。 

3.实施方案 

实施《仪器分析》课程的线上翻转教学模式，通常涵盖科

学研究中使用的分析仪器的技术和原理，通过积极参与学生的

理论概念和实际应用，可以显著提高学习效果
[11]

。 

以下是针对《仪器分析》这门课程量身定制的详细实施计划。 

（1）明确学习目标和成果 

目的：使学生具备有效使用和解释各种分析仪器数据的知

识和技能。 

结果：1）了解光谱仪、色谱仪等关键分析仪器的工作原

理；2）将分析技术应用于现实世界的样品；3）分析和解释从

这些仪器中获得的数据。 

（2）选择合适的技术工具 

学习管理系统（LMS）：Moodle（用于组织课程内容、评

估和交流）。 

视频工具：用于现场会议的缩放和用于录制和分享讲座的

Panopto。 

交互平台：用于协作的 Padlet 和用于模拟的 LabXchange。 

（3）制作课前学习材料 

视频讲座：短视频（10-15 分钟），讲解 HPLC、GC-MS、

NMR 等仪器的原理和操作。 

阅读资料和资源：提供课本章节、评论文章和制造商手册

的 pdf 文件，以便更深入地了解。 

指导说明：提供可下载的工作表，学生可以在观看讲座时

填写，以确保主动学习和记忆。 

（4）设计课堂活动 

实验室模拟：使用 LabXchange 进行虚拟实验室，学生可

以使用所讨论的仪器模拟实验，以了解操作和数据解释的细微

差别。 

案例研究：呈现真实世界的场景（例如，使用 GC-MS 进行

药物测试），让学生分组解决。 

互动测验：使用 Kahoot 进行现场测验，以概述仪器的关

键概念和操作细节。 

（5）沟通期望和结构 

培训环节：介绍翻转模式，展示如何访问和使用 LMS，并

解释课程布局和期望。 

时间表：提供课前材料发布时间和同步课程时间的详细时

间表。 

支持渠道：在 Moodle 上建立论坛，通过 Zoom 建立固定的

办公时间，并建立电子邮件热线以提供及时的支持。 

（6）实施和监督 

推出阶段：首先发布第一套课前材料，并进行第一次专注

于 HPLC 基础知识的现场会议。 

反馈循环：使用 LMS 分析来跟踪参与度，并建立一个中期

匿名反馈调查，以评估学生的体验，并根据需要调整节奏或材料。 

（7）评估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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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评估：使用模拟现实世界问题的实用在线评估、

简短测验和一个最终项目，重点关注给定场景的工具选择和数

据解释。 

反思性实践：鼓励学生在 Padlet 中保留学习日记，以反

思他们每周的学习经历。 

持续改进：回顾课程评价和学习日记，完善课程内容，更

新资源，提高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4.实施方案示例 

（1）第 1-2 周：介绍和光谱学基础 

预备： 

UV-Vis 和 IR 原理的视频。 

关于光谱学在化学分析中的应用的阅读材料。 

光谱解释的指导说明。 

课堂： 

在LabXchange上的虚拟实验室练习运行UV-Vis和IR样品。 

鉴定未知化合物的案例研究讨论。 

互动测验，测试对光谱基础知识的理解。 

（2）第 3-4 周：色谱技术 

预备： 

HPLC 和气相色谱-质谱操作和维护视频。 

HPLC 和气相色谱设置的制造商手册。 

解决常见问题的工作表。 

课堂： 

使用 GC-MS 设计样品分析流程图的小组活动。 

使用真实色谱数据进行数据分析练习。 

关于色谱条件和结果的测验。 

（3）第 5-6 周：高级主题和应用 

预备： 

有关 NMR 和质谱等先进技术的视频。 

关于这些技术在生物技术和医疗保健中的作用的文章。 

对仪器选择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指导性问题。 

课堂： 

模拟 NMR 样品制备和数据解释。 

针对特定研究问题选择分析技术的小组报告。 

期末测验涵盖讨论的所有仪器类型。 

按照这个结构化的计划，《仪器分析》课程不仅可以提供

理论知识，还可以通过在线平台提供实践技能，确保学生为现

实世界的分析挑战做好充分准备。应根据技术可及性、学生反

馈和具体的教育目标进行调整。 

5.实践结果与分析 

为了评估《仪器分析》课程的线上翻转教学模式的实施，

基于从学生表现、反馈和各种评估中收集的数据来讨论这种教

育方法的结果。 

（1）学生表现指标 

1）后测和测试后分数：为了衡量学习成果，学生在课程

开始（测试前）和结束（测试后）对关键概念和技术进行了测

试。 

2）作业成绩：学生完成每两周一次的作业，将课前材料

中获得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场景中。 

以下数据显示了本校仁济药学专业 23 年秋季学期《仪器

分析》从测试前到测试后以及各次作业平均分数的提高。 

平均考试分数： 

检测前：65% 

后测：85% 

随时间变化的作业分数： 

作业 1：75% 

作业 2：78% 

作业 3：82% 

作业 4：88% 

（2）学生参与和反馈 

1）参与指标： 

视频讲座观看量：每个视频的平均观看率为 92%。 

互动平台使用率：高参与度，测验和模拟的参与率为 85%。 

2）学生反馈亮点： 

90%的学生表示对仪器技术有了更好的理解。 

85%的人对实际应用和案例研究表示赞赏。 

75%的人认为与传统课程相比，他们对实验工作的准备更

充分。 

20%的学生表示在自主学习方面存在困难。 

（3）线上翻转教学的优势 

1）提高学习效果：考试成绩的显著提高表明更好地掌握

了材料； 

作业成绩的持续提高反映了实践理解能力的增强。 

2）提高参与度：高视频观看率和互动参与表明，翻转模

式有效地吸引了学生的兴趣。现实世界的应用和模拟有助于保

持注意力和提高技能应用。 

3）积极的学生反馈：学生们对获得的理解深度和学习困

难概念的实践方法表示赞赏。技术的使用被强调为学习灵活性

和可及性的关键促成因素。 

（4）线上翻转教学的缺点 

1）自主学习的挑战：一部分学生很难管理自己的学习计

划，这凸显了对更结构化的支持系统的需求。 

2）技术壁垒：学生获得可靠的互联网和计算资源的多变

性会阻碍学习经验的一致性。对技术的依赖意味着技术问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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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扰乱学习过程。 

3）教师负担：在创建和管理数字内容以及更频繁地与学

生互动方面，翻转模式可能会给教师带来额外的工作量。 

（5）实践结果分析 

在《仪器分析》课程中，线上翻转教学模式在学生表现改

善、参与和满意度方面显示出实质性的好处。然而，该模式也

突出了与自主学习和技术依赖相关的挑战，这些挑战需要通过

加强支持和改善基础设施来解决。这种结合定量和定性数据的

混合方法为评估翻转课堂的效果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框架，特

别是在像《仪器分析》这样对技术要求很高的课程中。课程设

计和交付的调整和持续创新对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翻转教学模

式的潜力至关重要。 

在《仪器分析》课程中实施线上翻转教学模式已经显示出

实质性的好处，呈现出从传统的以讲座为基础的教学向更加互

动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方法的重大转变。这里讨论概括了将翻转

课堂方法整合到高等教育课程中的成果、挑战和未来方向，特

别是在科学和技术课程的背景下。 

《仪器分析》课程的翻转课堂模式围绕课前学习材料，包

括视频讲座和阅读材料，然后是专注于概念应用和探索的课堂

活动。这种方法显著提高了学生的成绩，平均考试成绩从 65%

提高到 85%，作业成绩也持续提高。学生参与度很高，与在线

材料和平台的大量互动证明了这一点。收集到的反馈表明，学

生对所获得的理解深度和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表示强烈赞赏。 

然而，实施过程也暴露了与自主学习节奏相关的挑战，一

些学生在缺乏传统课堂结构的情况下，在时间管理和动力方面

遇到了困难。技术问题和数字资源的获取进一步给少数学生的

学习带来障碍。此外，教师在内容创作和学生支持方面的工作

量增加被认为是传统教学职责的重大转变。为了迎接这些挑

战，可采用以下五种措施： 

1）加强对自主节奏学习的支持：为学生提供更结构化的

指导，可能通过引入每周签到或学习计划，可以帮助缓解自主

节奏学习的一些挑战。同时辅导计划也可以提供额外的支持和

动力。 

2）解决技术障碍：投资基础设施，确保所有学生都能获

得必要的技术，并提供技术支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干扰，

确保一致的学习体验。异步元素可以提供灵活性，以适应不同

的学习环境。 

3）教师资源和培训：为教师提供有关翻转课堂实施、内

容创建和数字工具使用的最佳实践的资源和培训，可以帮助管

理增加的工作量。在教师之间建立一个实践社区也可以促进材

料和策略的共享。 

4）持续评估和适应：对课程结果和反馈机制的持续评估

对于改进和适应翻转模式至关重要。结合可以个性化学习体验

的适应性学习技术可能会进一步提高结果。 

5）扩展翻转课堂模式：随着观察到的积极结果，有可能

将翻转课堂模式扩展到课程中的其他课程，特别是那些可以从

实践、以应用为中心的学习方法中受益的课程。跨学科项目和

课程尤其可以从翻转模式中受益，培养更加综合和实用的学习

体验。 

6.小结 

在《仪器分析》课程中实施线上翻转教学模式代表了教育

策略的一个有希望的进步，特别是对于技术和科学学科。尽管

挑战依然存在，但改善学习成果、提高学生参与度和发展实用

技能的潜力证明了对这种教学模式的进一步投资和探索是合

理的。未来的工作应侧重于解决已确定的挑战，利用技术进步，

并扩展该模式，以促进丰富和包容的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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