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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学创新不仅仅是指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

模式等教学过程上的创新，而应作为课程创新的一个

部分来规划和设计。课程资源建设是教学过程创新的

基础。

   一、课程资源建设

   二、教学过程改革

   三、实施效果

   四、成果的创新点



一、课程资源建设

（一）课程资源建设的过程

v 2013年4月，《有效教学》被教育部批准为教师教育国家精品

资源共享课建设立项。

v 2013年11月，完成《有效教学》书稿初稿。

v 2014年1月，启动拓展资源建设工作。主要成员到学校采集素

材。

v 2014年春季学期，完成以知识点为单位的微视频录制。

v 2014年9月，通过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组织的建

设中期检查。



一、课程资源建设

（一）课程资源建设的过程

v 2015年春季，为全面、彻底体现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理念

，以2012级学生为对象，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拍摄了

教学全程录像；

v 2015年3月-5月，按照典型、丰富和便于查阅的要求，对案

例、素材、专题讲座等资源进行了精选和重新排列；修订

和完善基本资源，并新建了教学知识检索系统和在线测试

系统。

v 2015年7月，项目通过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组

织的专家评审并结项。



一、课程资源建设

v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在项目验收评估中对本

项目的评价：

v“课程定位明确，课程目标陈述清楚，能充分体现教师教

育课程特点，创新性和实践性突出；以学习者为中心，注

重课程的交互性，符合在线学习需要；课程内容反映了学

科最新发展成果；在课程组织方面，逻辑清晰、严谨。课

程模块与教学时数分配合理；在教学方法上，重视学生参

与，尝试翻转课堂，教学方式多样，能有效促进学生自主

学习；课程评价方式合理。”



一、课程资源建设

v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在项目验收评估中对本

项目的评价（续）：

v“该课程核心资源完备，拓展资源建设思路好，符合建设

规范和技术要求。课程模块清晰，每章节的内容均从内容

结构、学习目标、学习重点、建议学习方式、学习资源导

航等五大方面加以精心设计和制作，条理十分清楚；同时

在教学方式方面，特别重视多样化，利用案例、课堂教学

录像、模拟课堂、实习等方式辅助理论知识的学习，提升

学生学习能力”。



一、课程资源建设

（二）课程资源建设成果

   本课程资源建设包括如下两部分：

    1.配套教材《有效教学》的编写

    2.数字化课程资源建设

   



一、课程资源建设

1.《有效教学》教材

v 作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的配套

教材，《有效教学》书稿完成于2013

年12月，后在教育学院教育学专业

2011级、2012级、2013级三个年级试

用，经修订完善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

于2016年9月出版。

v 该教材具有如下特点：



一、课程资源建设
  1.《有效教学》教材

v第一，核心理念创新。建构了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和“

学习中心”为核心理念的有效教学论的新体系。

v第二，体系结构创新。本教材将学生学习与教师教导当作

两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行为，并以具体的学习行为与教导

行为作为分析单位。

v第三，突出实践取向。每章开始设置“情境导入”，正文

中穿插了大量的案例，每章最后设置“应用指导”。

v第四，呈现方式创新。将纸质文本资源与二维码关联的数

字资源结合。



一、课程资源建设

1.《有效教学》教材



一、课程资源建设

1.《有效教学》教材



一、课程资源建设
  2.数字化资源建设

v本课程数字化资源呈现

在教育部委托高等教育

出版社运营和管理的“

爱课程网”（

www.icourses.cn）中

的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中。



一、课程资源建设

2.数字化资源建设

v数字化资源由基础资源

和拓展资源组成。

v基础资源：课程介绍、

教学大纲、教学设计、

学习指南、微课视频、

演示文稿、参考资料等

。



一、课程资源建设

2.数字化资源建设

v拓展资源：专家讲座

、文本案例、视频案

例、媒体素材、作业

题库、考试试卷、概

念解析、知识检索系

统、在线测试系统等

。



一、课程资源建设

2.数字化资源建设

v 多样性。数字化资源内容丰富、

呈现形式多样，体现了课程教学

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便于学

生自主学习。

v 原创性。为提高资源的针对性和

自创性，邀请武昌实验小学、崇

仁路小学、长春街小学等作为合

作单位。项目组成员深入学校听

课、访谈、查阅，采集与各章主

题匹配的典型资源。



二、教学过程改革

（一）教学过程改革的理论研究

  1.依托项目：

v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课堂教学转型为旨趣的中小学

学习中心课堂建设的理论与行动研究”；

v    （2）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研究项目“大学学习中心课堂建

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v 2.研究的问题：

v     围绕学习中心课堂的特征、教学设计、教学过程组织、教

学关系处理、教学评价、大学翻转课堂等问题，发表了系列论

文。



二、教学过程改革

（一）教学过程改革的理论研究

  3.部分代表性理论研究成果

v 陈佑清.建构学习中心课堂——我国当代课堂教学转型的取向探析,教育研究,2014(3).

v 陈佑清.学习中心课堂中的教师地位与作用.教育研究，2017（1）.

v 陈佑清.以学习中心课堂为旨趣的教学活动设计的逻辑,教育研究与实验,2015(5).

v 陈佑清.“以学评教”的课堂教学评价指标设计,课程·教材·教法,2016(1).

v 陈佑清.学习中心课堂教学过程组织的逻辑及其实施策略,全球教育展望,2016(10).

v 陈佑清.论有效教学的分析模型,课程·教材·教法,2012(11).

v 蒋立兵、陈佑清.高校文科课程翻转课堂有效性的准实验研究,中国电化教育,2016(7).

v 蒋立兵、陈佑清.翻转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现代教育技术,2016(11).

v 蒋立兵、陈佑清.面向深度学习的微课设计模型构建与应用,现代远距离教育,2016(3).

v 蒋立兵、陈佑清.教师教育课程开放资源建设与翻转课堂实践研究——以教师教育国家级

精品资源共享课“有效教学”的建设为例,黑龙江高教研究,2016(8).



二、教学过程改革

（二）教学过程改革的实践探索

   教学过程创新：以翻转课堂的模式进行课堂教学。

   基本流程如下：

成果展示

问题研讨

案例分析/
体验学习

疑难解答

提升讲解

课堂学习

小组互评

教师评价

学习评价

个人学习

小组研讨

反馈问题

形成成果

课前学习



二、教学过程改革

（二）教学过程改革的实践探索

   翻转课堂的基本流程如下：

   1.自学指导。给学生提供自学指南；提供教材；提供讲授微视频。

   2.课前自学。主要通过阅读教材，观看讲课微视频，阅读代表性文

献等，把握课程的基本知识。课前自学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要求形成

小组课堂展示PPT,并在上课前向教师反馈小组自学遇到的问题。

   3.课堂学习。主要采取如下学习活动：

   （1）学生展示。以小组为单位汇报：本章教材内容的基本结构，

要求绘制本章知识结构图；学习体会、心得；遇到的问题；等。

   每次以2个小组为主。整门课程的教学中，一个小组会进行4次展示。



二、教学过程改革

（二）教学过程改革的实践探索

   3.课堂学习。主要采取如下学习活动：

    （2）问题研讨。围绕下列关键问题开展讨论：学生遇到的共

性问题或教材中的重点问题。（其中学生学习中遇到的共性问题，

由教师在课前通过网络进行收集，或在现场讨论之前收集） 

    可先在小组中讨论，然后进行全班讨论。一些思维空间比较大

的问题还可以组织全班学生进行辩论赛。

    （3）案例分析/体验学习。对于涉及应用的知识点，呈现案例

引起分析讨论；对于那些需要学生进行操作的技能点，可设计让学

生在课堂现场进行体验学习的方式进行。

    



二、教学过程改革
（二）教学过程改革的实践探索

   3.课堂学习。主要采取如下学习活动：

    （4） 疑难解答。课堂教学之前，收集各小组学习中遇到的问

题。在课堂上由学生（以展示组学生为主）或教师现场进行解答。

    （5） 提升讲解。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在学生课前自学和课堂

讨论的基础上，教师可适当进行讲解；讲授还可以对本章知识的结

构进行总结；也可以对后续的拓展学习进行指导。每堂课教师的教

授要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内。

   “提升讲解”根据学生在上述环节中学习的实际情况，也可以放

在第三环节（即关键问题研讨之后），还可以放在最后。

  



二、教学过程改革
  4.课堂学习评价

    课程学习总评成绩=平时表现(60-70%)+期末考试(40-30%)

   （1）平时表现评价指标:

    ①课前准备：有无按照自学指导的要求完成课前自学。占40%。

    ②课堂参与：课堂出席情况；参与学习活动的主动性高低。

占20%。

    ③合作精神：参与小组合作的积极性、与他人协作的情况。

占10%。

    ④学习质量：完成自学准备、提出问题、思考问题的质量。

占30%。



二、教学过程改革

课前准备（40%） 课堂参与（20%） 合作精神（10%） 学习质量（30%）

1. 展示的三个部分

内容全面和深刻程

度；

2. 准备展示PPT的

质量。

注：从上述两个方

面考查展示组课前

是否认真观看微视

频、阅读教材及相

关文献的情况。

1.主动提出问题；

2.主动参与组内

讨论和全班讨论；

3.主动解答他人

的问题；

4.有无无故缺席

课堂学习的同学。

1.小组成员分工

明确，互相协作；

2.小组每个人都

能参与到课堂中，

没有个别人代替

小组而其他成员

沉默的现象。

1.展示能否准确

梳理本章知识结

构、提出有价值

的学习建议和有

意义的问题；

2.提问和讨论中

回应他人问题的

水平；

3.小组成员合作

的协调程度。

平时表现评价指标细则：



二、教学过程改革
  （2）平时学习表现的评价方式

    ①以小组为评价对象。不评价具体的个人。小组得分即

为组中每人的得分。

    ②以他组评价为主，教师参与评价。每次上课由2个小

组进行学习展示（称为展示组），展示组是其他4组（称为

主评组）评价的对象，主评组以展示组本次课全程中的表现

为评价依据。

    ③评价成绩计算。一个学期每个小组被另外4个小组直

接观察和评价4次，另外，教师对5个小组形成一个一学期总

体印象评价成绩。以5次平均成绩为该小组平时学习成绩。

（４次展示得分＋１次总评）／５＝小组平时分



三、实施效果

（一）学生反映的效果

  具有鲜明的实践取向，案例丰富详实，具有操作性和趣味

性。刘欢同学（教育学专业2013级）认为，教材

“对教学知识的讲解细致清晰，深入浅出，配有

丰富的课堂教学实例，并附有详细的分析评价，

内容生动活泼，避免了呆板的理论说理，易于激

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对读者来说也易教易学，有

极强的可操作性。”



三、实施效果

（一）学生反映的效果

v教材的理念、内容和结构具有创新性。蕲慧灵同学（教

育学专业2013级）认为，“本书以‘学’与‘教’

两种行为为编排线索，以教学行为进行深入透彻的

分析。区别于大多数‘标准’教材的罗列式理论，

《有效教学》一书的结构更符合我们学生的学习需

求：层层递进的同时又不枯燥乏味，满足学生对知

识的需要的同时又对学生提出更高、更贴近实际的

要求。”



三、实施效果

（一）学生反映的效果

 注重提供多种资源，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与思考。孙延松同

学（教育学专业2013级）认为，教材“通过加入新媒体，

生动形象地教授知识，将书本学习与网络自学有机地融合

为一体，让我学得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多样的视频资源

以及思考题目，充分激起了我的学习热情，让我更愿意去

主动思考，而不是消极接受。同时，这样的学习也打破了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我做到了随时学、随地学。”



三、实施效果
（二）对比研究发现的效果

   通过将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的对比调查分析，发现翻转

课堂在改进学生的学习状态与及结果方面显现了如下特点：

v第一，激发与维持了学生自主学习和课堂参与的动机；

v第二，活跃了课堂学习的氛围；

v第三，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层建构与迁移应用；

v第四，发展了学生多方面的学习能力；

v第五，提升了学生对于课堂的满意度。

（详见：蒋立兵、陈佑清.高校文科课程翻转课堂有效性的

准实验研究,中国电化教育,2016(7). ）



分析维度 t P 均值比较
传统 翻转

学习氛围
活跃程度 课堂活跃程度 -4.90 .000 2.75 3.89
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状况 -4.05 .000 2.54 3.61

学习动机 学习兴趣 课程学习兴趣 -2.49 .016 3.04 3.61

学习行为

课前学习
课前学习时间 -4.63 .000 1.71 3.18
课前自主学习 -5.62 .000 2.46 4.11
课前寻求帮助 -5.38 .000 2.46 3.75

课堂学习
学生参与讨论 -5.97 .000 2.78 4.21
学生主动提问 -2.28 .027 2.04 2.61
学生主动思考 -4.15 .000 3.21 4.25

学习结果

认知结果

整体学习收获 -3.90 .000 3.21 4.18
掌握内容框架 -5.66 .000 2.54 3.68
掌握基本知识 -2.84 .007 3.61 4.07
深度理解知识 -2.21 .033 3.41 3.79
应用理论知识 -4.03 .000 3.21 3.89

能力发展

合作学习能力 -5.67 .000 2.58 3.89
自主学习能力 -3.53 .001 3.00 3.75
自我展示能力 -3.83 .000 2.63 3.43
语言表达能力 -4.06 .000 2.79 3.64

学习满意度 学习满意度 学习满意程度 -4.89 .000 3.38 4.14

翻转课堂与传统教学组间差异性分析



四、成果的创新点
v第一，比较充分地落实了以“发展为本”和“以学习为

中心”的理念。表现在对“教学”概念、学习机制、教

导机制、教与学的关系等教学主要问题的理解中，均体

现出来以学习为中心的理念。

v第二，实现了教学活动结构的调整。以翻转课堂的形式

上课，从根本上改变了以教师讲授为中心的教学活动结

构，形成了以“先学后教”“依学定教”“教为学服务

”等为特征的“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活动结构。



四、成果的创新点
v第三，体现了课程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从教

材编写将纸质文本资源与二维码关联资源的结合、多

样化数字化资源建设的开发、教学过程改革将线上学

习与课堂学习结合等三个方面，全面地实现了课程教

学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v第四，突出了学生的教学思维能力和教学实践能力的

培养。其中，教学思维能力：从偏好演绎思维、单一

思维、抽象思维，到突出归纳思维、多维思维、在理

论与实际的互动与关联中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