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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视频资源的翻转课堂在实验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古

一一以“现代教育技术”实验课程为例

杨九民 邵明杰 黄磊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文章针对“现代教育技术”实验课程资源利用率不高、学习效果欠佳等问题，分析了微视频资源、翻转课堂在解决这

些问题上的价值，构建了以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为主、以微视频资源学习为核心的翻转课堂实验课程教学模式，在教学实践中

运用问卷调查和视频分析法从是否促进理解和深化知识、激发学习者学习兴趣、提高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降低实验操作错误

次数及提高学习者学习成绩等方面验证了基于微视频资源翻转课堂实验教学模式的有效性，并提出了教学中要依据学习内容及

学习者特点制作微视频资源，在学习过程中注意监督与指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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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教育技术”实验课教学存在问题

面对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挑战，教育正经历着前所未

有的冲击与挑战。为培养能够胜任并引领教育改革的优秀师

资，师范生教育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现代教育技术”公

共课作为师范生必修课之一，旨在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为

其专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现代教育技术实验课是现代教育

技术公共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教学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

着师范生掌握教育技术基本技能的程度【¨。

根据目前基础教育数字化教学环境建设情况及教育信息

化能力要求，华中师范大学主要开设了远程教育卫星地面接

收系统的使用、多媒体教学系统的使用与维护、网络教育资

源的搜集与整理、交互式电子白板的教学应用、数码图像的

采集与处理、数字视频的采集与处理、信息化教学设计与管

理等实验项目，学习者普遍认为这些实验项目很实用。为更

好地提升实验教学效果，我们在整体规划实验教学建设内容

的基础上，划分了实验教学资源类型【2】。我们为学习者提供了

大量的实验教学资源，并不断尝试教学改革，使实验教学取

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主要采取边讲边练的方式(如图1)，

实验教学仍然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l资源利用率不高，课前预习流于形式

“现代教育技术”公共实验课资源一般包括教学用PPT、

实验手册、相关视频、交互性Flash动画、学生作品短片、教

师讲解片段等。教师通常将一个项目的实验课资源全部提供

给学习者，这使学习者产生倦怠感。在调查中仅有3．3％的学

习者认真学习了提供的资源；60．71％的学习者认为资源没有

整体导航、无从看起；44．64％的学习者认为资源数量过多，

78％的学习者认为过多的学习资源产生的倦怠感是没有预习

的主要原因。

图1传统的“现代教育技术”实验课教学模式

2实验课时较少，学习效果欠佳

“现代教育技术”公共实验课设置为24学时，实际选取

了6个大的实验项目，时间最长的两个实验项目分别为6学

时，剩余实验项目的学时均比较少。每一轮课程结束，从学

习者博客反馈以及QQ交流内容来看，学习者认为实验课很

实用，能够学习教师的必备技能，但多数学习者觉得操作时

间不够。2012--2013年上学期40名学习者中，70％的学习者

认为对实验内容不熟悉，58．75％的学习者认为练习时间太短。

在以实验内容为主题的40篇博客中，有23篇博客内容反映

实验课时间较短，学习任务比较重。

二微视频和翻转课堂解决上述问题的潜质

实验教学是高校培养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有

效途径，也是理论教学效果得到保证和深化的核心环节。依

据教学目标的不同，实验项目可分为基本型实验、综合设计

型实验、研究创新型实验三种类型。现代教育技术实验课程

中的基本型实验侧重培养师范生信息素养、教师基本技能；

综合设计型实验侧重培养问题解决能力；研究创新型实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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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培养运用信息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发散思维能

力及团队合作精神。对于“现代教育技术”实验课教学，国

内很多学者探究了多种教学改革方式，如严莉掣3】针对信息化

教学设计实验项目中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环节相脱离、教学

形式单一的问题，引入学习活动管理系统(Learning Activity

Management System，LAMS)，使整个教学设计过程的学习

和设计在LAMS环境下运行，通过LAMS实现课堂教学设计、

实施、评价一体化的系统设计过程；张雪萍等【4】尝试在”现代

教育技术”实验课中利用项目教学提高教学效果。

1徼视频

微视频指相对较短的、具有连续画面的视频片段，可通

过PC、手机、摄像头、DV、MP4等多种视频终端摄录或播

放。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设备的不断更新，微视频资源获

取的方式越来越简单、便捷，教师也更容易在教学中使用微

视频资源。微视频教学资源一般是指依据教学规律将课程教

学内容划分为小的教学知识单元或知识点，录制时长为5～10

分钟的视频片段。目前国内对微视频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两个方面：一是微视频资源的研发，如凌巍【5l研究了微视频资

源研发与编创的贴近性、针对性、碎片化、整体性、互动性

原则；二是微视频资源在教学当中的应用策略和效果，如范

福兰、范青等【6】【7l均在“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课程中构建了

将微视频融入传统课堂教学中的有效教学方式。

视频相对于其他形式资源，将文字、声像元素融为一体，

刺激学习者的多种感官并将复杂的知识变得更形象、直观，

促进学习者对知识的理解，也能更好地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

趣。而微视频不仅具备视频资源的优势，而且时长不超过lO

分钟，可以有效降低学习者的认知负荷，保证其在较短时间

内完成相应学习，这可以有效提升学习资源的利用率以及学

习者的学习效率。此外，微视频便于传输、下载，能在多种

移动终端设备上播放，为学习者充分利用片段化的空闲时间，

随时随地根据自身认知能力调整学习进度和学习深度提供了

可能性。

2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The Flipped Classroom)又称“颠倒课堂”，

目前国内外教育者对其起源、定义、内涵、实施方式都做了

一定探讨。TechSmith公司认为翻转课堂是学习者通过互动

的、教师创建的视频在家中学习，而将家庭作业转移到课堂

上的教学模式【8】：英特尔全球教育总监Brian Gonzalez[9】说：

“颠倒的教室是指教育者赋予学习者更多的自由，把知识传

授的过程放在教室外，让大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接受新

知识；而把知识内化的过程放在教室内，以便同学之间、同

学和老师之间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美国教师Stacey

Roshan【10l在大学预修课程中开展了翻转课堂的教学实践，证

实了翻转课堂的有效性；马秀麟等【11】设计了“提出问题一自

主学习(课外资源支持的学习)一知识内化(课中汇报讨论)

一固化(作业)”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并对学习者的学习

成绩及对翻转课堂的认可程度进行了调查研究。

“现代教育技术”公共实验课的学习者来自不同院系不

同专业，由于学习者的基础水平有较大差异，仅靠实验课堂

上“教师讲授一学习者练习”的方式难以满足不同水平学习

者的需求。而翻转课堂将知识传授放在课外，学习者可以根

据自己的时间规划、认知风格和学习习惯安排学习进度，从

某种意义上说，通过“预习时间”的最大化完成了对教与学

时间的延长。

三基于微视频资源翻转课堂的实验教学模式构建

在以往“现代教育技术”公共实验课教学中，教师通常

提供指导性、内容性、过程性三种类型的资源，指导性资源

包括教学课件、实验指导书等；内容性资源包括媒体素材、

案例、教学视频等；过程性资源包括实验作品等。调查结果

显示91．07％的学习者最喜欢操作步骤类的视频，因为这类资

源对自己帮助最大。因此，提供微视频资源类型可以更好地

促进学习者学习。另外，微视频资源承载的学习内容微型化、

模块化，学习者可利用移动终端设备随时随地进行学习，这

一点与翻转课堂赋予学习者更多自由时间、最大化利用时间

的理念不谋而合。将微视频资源与翻转课堂结合，可以使学

习者根据自身学习特点自由支配时间学习微视频实验资源，

从理论上可以解决”现代教育技术”公共实验课中课时较少、

学习效果欠佳的问题。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尝试构建了基于

微视频资源的翻转课堂实验教学模式，如图2所示。

课前

图2基于微视频资源的翻转课堂实验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实施的具体流程为：

(1)课前准备：实验课前，教师在分析学习内容和学习

者特征基础上，确定教学目标，将所设置实验项目包含的知

识细化为相对较小、较完整且相互关联的小知识单元，采用

录屏软件如Camtasia Studio 6．0录制视频。在录制过程中注意

运用屏幕画笔工具对重难点进行提示，而后借助云端一体化

等多种平台或Web2．0工具将微视频资源共享给学习者。

(2)微视频实验资源学习：实验课前，学习者可以随时

随地利用各种移动终端设备自主学习微视频实验资源，在此

学习过程中，可通过多种社交工具与同伴进行协作学习；实

验课中，学习者也可以学习微视频实验资源解决学习过程中

遇到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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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做评N-实验课上，教师根据实验目标设计有针

对性的任务，通过学习者实做，了解其课前预习的情况。如

果学习者在实做过程中没有遇到学习问题，则直接转入完成

作品环节；如在实做过程中有疑问或者难题，可以再次有针

对性地学习相关微视频资源，也可以直接请老师指导答疑，

问题解决以后，转入完成作品环节。

(4)完成作品：学习者通过课下微视频实验资源学习和

课堂评测环节达到学习目标后，可在课上或课下完成教师布

置的学习任务，如果在完成作品过程中遇到问题，则转回实

做评测环节。

四基于微视频资源的翻转课堂应用研究

l研究目的

探讨基于微视频资源翻转课堂实验教学模式的有效性及

应注意的问题。

2研究方法

(1)实证研究。本研究主要采用实证研究，以”现代教

育技术”公共实验课中“数码图像的编辑”实验项目为例，

实施基于微视频资源的翻转课堂实验教学模式，在研究过程

中搜集数据并进行分析，得出相关结论。

(2)问卷调查与访谈。运用问卷调查与访谈了解学习者

喜欢的资源类型、对资源的利用情况以及对新模式实施之后

的知识内化程度、学习兴趣的变化等。

(3)视频分析法。在学习者未知情况下，对其操作过程

录屏，课后对录屏中的操作错误类型及次数进行分析。

3研究对象及过程

本研究以2012--2013年下学期学习“现代教育技术”公

共课的80名师范生为研究对象，共分为A、B两组学习者，

两组学习者均为40人。该课程采取自由选课的方式随机分班，

且经过前期问卷调查，两组学习者均没有系统学习Photoshop，

可认为学习者学习起点相同，两组学习者采取同一任课教师、

同一授课内容的授课方式。本研究以A组为控制组，B组为

实验组，在A组中使用传统的公共实验课教学模式(如图l

所示)，在B组中使用基于微视频资源的翻转课堂实验教学模

式(如图2所示)，从过程和结果两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4应用效果分析

一个教学模式是否有效，可从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是否

优化两方面来评价。学习过程包括是否有助于提高学习者自

主学习能力、促进理解和深化知识、激发学习者学习兴趣、

促进知识内化的程度及减少操作错误次数等方面；学习结果

包括是否提高学习成绩等方面。

(1)学习过程效果分析

在基于微视频资源的翻转课堂实验教学模式是否有助于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帮助理解和深化知识方面，调查结果显示，

14．29％的学习者认为此教学方式非常帮助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38

64．94％的学习者认为帮助；11．69％的学习者认为非常帮助理解

和深化知识，61．04％的学习者认为帮助，如图3所示。

非常帮助 帮助 一般 不帮助 一点不帮助

图3对自主学习与知识理解的调查结果统计图

对基于微视频资源的翻转课堂实验教学模式在知识内化

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74％的学习者认为在探索过程中学到的

知识更牢固，66．67％的学习者认为能够使学习的知识保持更

加长久，48．72％的学习者认为可以多学东西且能激发学习的

兴趣，如图4、5所示。此外，在调查中94．87％的学习者认为

这种学习方式能够解决实验课时较少，学习效果不佳的问题；

95．0％的学习者在完成课堂任务的同时，学习了拓展任务。

-●⋯赢
_在探索的过程中学到白勺知识更加牢固

#对知识的理解更深刻

-课堂上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其他

图4对促进知识内化的调查结果统计图

·可以自定步调学习

IN课堂操作练习时间较多

一可多学东西。激发继续学习的兴趣

一知识保持时间比较持久

图5对该模式的优势调查结果统计图

学习者在实验操作中经常犯的错误类型为两类，一类是

知识性错误，这类错误是不知道或者找不到软件中本身包含

的工具；一类是程序性错误，这类错误是在操作的过程中学

]●●●●●●I．'III．．．．．．L■■■●—■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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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不会使用相应工具。在A组进行课堂讲授之前及B组实

验教学模式中的评测环节，对其操作过程进行录屏，分析结

果如表l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B组的操作错误次数明显

低于A组。

在对资源学习的感受方顽，控制组学习者认为提供的资

源(教学用PPT、实验手册)“看着没意思，文字太多；看完

以后没有重点记忆，引不起注意，有时候找不到工具或者步

骤在哪里。”实验组学习者认为微视频资源“以知识点为单位

的微视频特别适合学习，看完一个视频以后就去练习，有利

于做出结果：提示画笔能够引导操作路径，能快速找到工具

的具体位置；这些微小的视频可以让我利用休息时间学习，

像看娱乐新闻一样简短，不用专门找一整块时间进行预习”。

由以上调查结果来看，基于微视频资源的翻转课堂实验教学

模式优化了学习者的学习过程。

表1操作过程错误率分析结果

^组 B组 操作过爱分析

■■lF_—t 曩律●嗽 ●瞟 ■羹囊逮

次囊 凌量 羹t t曩■分柝)

找不到工具

知识 不知道用历史记录撤销操作

59次 5次 性错 不知道保存为何种格式

误 未选中或解锁图层

未添加或选中蒙版

不会运用磁性套索工具
程序

更改字体颜色的时候未选中字体
20次 6次 性错

使用仿制图章，色源选择错误
误

不会文字变形

(2)学习者作品成绩分析

在实验教学完成后，学生作品成绩由两个老师打分，取平均

分的形式，w=o．690，两评分者评分一致性较高，得分结果如表

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基于微视频资源的翻转课堂实验教学

模式有助于学习者掌握操作内容，提高其完成作品的效果。

表2作品成绩表

N ■大值 ■小值 平均位

A组 40 79．5 67．5 83．9

B组 39 97．5 93．5 88．6

表3曼惠特尼u检验结果统计表

检验缝计量‘(·．分组变量：教拳方式)

学生作品成绩

Mann—whitneyU 501．500

Wilcoxon W 1321．500

Z —2．732

渐进显著性(双侧) ．006

对于作品成绩的差异是否由不同实验教学方式引起，可

用曼一惠特尼U非参数检验方法进行检验。首先提出原假设

H0：使用传统实验教学模式与基于微视频资源的翻转课堂实

验教学模式，两组学习者的作品成绩没有显著性差异；则备

选假设Hl：使用传统实验教学模式和基于微视频资源的翻转

课堂实验教学模式，两组学习者的作品成绩存在显著性差异。

运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曼一惠特尼

U检验的概率值是0．006，则小概率事件发生，拒绝原假设，

可见不同教学方式对学习者成绩有显著性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中，基于微视频资源的翻转课堂实验教学模式在

公共实验课中的应用能够促进学习者理解和深化知识，有效

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者自主学习的能力，并在

操作过程中降低操作错误次数，使学习者更好地完成作品。

通过实践研究，我们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两方面：

1要依据学习内容及学习者特点制作微视频资源

学习者的注意力是不断变化的，教师在录制微视频资源

时，在微视频画面上呈现恰当的提示信息可使学习者对讲授

的内容形成有意注意以充分理解和思考问题，如运用Camtasia

studio软件录制微视频时，可以使用软件自带的屏幕画笔工具

跟踪讲解过程，在重难点处进行文字备注，但是提示信息不

宜过多。因此，教师应从实验教学目标出发，分析教学内容

重难点和学习者特征，制作出高质量的微视频实验资源。

2在学习过程中注意监督与指导

在基于微视频资源的翻转课堂实验教学实施中，教师的

角色虽然是促进者、引导者，但却是整个学习过程中不可缺

少的主线。由于课前学习效果也是基于微视频资源的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实施成功的关键，在课前学习中，教师通过社交

工具的指导能够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效率；在课堂

学习过程中的课堂评测与完成作品环节，教师的引导可以使

课堂学习有条不紊，有效解决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促进

知识内化。因此，教师应该在基于微视频资源的翻转课堂实

验教学中适当监督、引导，以更好地达到学习目标。

六研究展望

本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还有很多不足，如未对微视频资源

的传递形式与利用率之间的关系及课前学习过程中有效的指

导策略做深入研究。此外，仅以综合设计型实验项目为例研

究了学习者在基于微视频资源的翻转课堂实验教学模式下的

学习效果，对于基础型实验项目和创新型实验项目是否有效

还需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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