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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索动物学课程翻转课堂的教育教学方法，在成果导向型教育理念指

导下，以项目式教学为基础开展项目任务驱动的翻转课堂探索，首先构建翻

转课堂评价体系，然后设计“四驱”教学的翻转课堂，最后对课堂设计与实

施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动物学课程的翻转课堂教学效果。该翻转课堂可将知

识教育与能力教育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动脑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1 引言
[1]“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20世纪初出现萌芽 ，2007年美国林地高中的两位

[2]化学老师最早尝试翻转课堂这种教学模式 ，可汗学院的兴起则推动了“翻转课
[3]堂”的普及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将传统教学结构翻转过来，将学习主动

权交给学生，学生在课前按照教师的教学计划进行学习，在课堂上反馈学习效

果，通过教师、同伴的帮助完成知识的吸收。2012年“翻转课堂”的概念进入中

国后，与之相关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爆发式的增长，主要集中在翻转课堂教学模
[4-5]式设计与应用等教学实践，对翻转课堂的评价体系的相关研究较少 ，教学效果

不尽人意。另一方面，“翻转课堂”的重点在于课前的自主学习，但目前我国高

等院校学生对知识本身的掌握并不重视，学习态度有日趋功利化的倾向，学习两

极分化严重。因此在课前学习阶段设计课程任务，进行教学引导是成功实施翻转

课堂的必要条件。基于翻转课堂的特点，项目式教学成为翻转课堂的重要举措，
[6]以项目任务驱动的翻转课堂是教育教学改革的一种探索 。

2 翻转课堂评价体系构建

2.1 教学理念

动物学翻转课堂遵循项目任务驱动的成果导向型教育理念，成果导向型教育

（Outcomes-based Education，OBE）是斯派狄（Spady）提出教学理论，又称产
[7]

出导向教育、结果导向教育 。成果导向教育的重点不在于学生的考试成绩高

低，而在于学习过程结束后学生真正拥有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方面的能力。

成果导向型教育的特征体现在互教互学和产出导向，并以关注学生和教学成果为

教育核心的教学理念。成果导向教育强调教育成果，重视学生学习成效，并明确

培养学生的能力目标。

2.2 评价原则

（1）因材施教原则。成果导向型教育强调教育成果，体现在学生的创新能

力、学习能力、协助能力、组织能力和动手动脑能力等诸多方面的能力，由于学

生个体存在差异，培养目标不能局限在某一个方面，因此，应因材施教，尊重学

生的个体差异，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不断挖掘学生的天赋，针对不同禀赋重点

开展具体的能力培养，使每个大学生在多层次教学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亮点，发挥

自己的特长。

（2）与时俱进原则。成果导向型教育是培养能满足社会需求的人才，随着

社会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动态变化的，因此人才培养要顺应时代潮流，满

足时代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的培养人才。

（3）开放性原则。翻转课堂以学生为主体，学生的学习空间和时间较自

由，学习目标具有个性化，因此，评价标准要满足对学生评价的需要，采用多样

化的评价标准，以包容心态对待学生的自主选择，培养更具有个性化的人才。

（4）反馈原则。翻转课堂背景下，重点突出大学生的主动性和培养目标的

多样性，以及与时俱进地人才培养方案，导致评价方法动态化、多样化和复杂

化，难以避免有些评价标准不太成熟导致评价不够科学，因此，反馈机制的建立

有利于纠正评价中出现的问题，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

2.3 评价内容

传统教学以“教”为主线的教学模式下，教师强调理论知识教育，弱化了能

力教育，教学评价仍局限于课前准备、教学课件、讲授内容、工作量、学生作

业、学生考勤和考试成绩等指标，而没有对教学质量的决定性因素的质性指标进

行评价，例如教育成果等的评价。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培养复合型创新性人

才，必须改变传统的评价标准。翻转课堂的教学方式，将学生推向课堂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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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课堂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因此，对于翻转课堂的考核应 被动式的听课模式。课堂讨论时学生能积极表达自己的见解，

该强调教学过程和教育成果的考核，通过考核教学过程，分析 展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学生参与教学的程度和积极性，可判断翻转课堂开展的质量。 3.3 “辩论赛”驱动的翻转课堂

“辩论赛”驱动是动物学课程翻转课堂的重要举措，课堂通过考核教育成果，分析教育成果的质量，从而评价翻转课堂

中的微型辩论赛能培养大学生自主探究、独立思考和积极应对教学效果。

2.4 评价方法 的能力，通过微型辩论赛促使学生在动物学课堂中处于主导地

传统的教学评价主要是量化的指标，虽然量化的指标更有 位，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课堂知识教育模式，培养

利于比较和分析，但量化的标准未必科学，因为有些教学成果 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能用具体的数据来评价，有些教学成果不具备统一的评价标 3.4 “预习任务”驱动的翻转课堂

准，甚至有些教学成果可能具有滞后性，不能及时展现出来， 通过设计和布置预习任务，可以使学生课前了解章节内

所以，评价方法局限在量化的指标上容易造成教学评价形式化 容，提炼学习内容的精髓并在课堂上分享给同学，不仅加深了

和虚设化。翻转课堂的教学形式多样、教学设计复杂和教学内 学生对知识的学习，也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容丰富，不能简单地采用量化的指标评价教学成果，需要对教 4 翻转课堂教学质量评价

学过程和教学成果采用灵活多变的评价方法。 项目式驱动的动物学课程翻转课堂方案实施中，根据构建

3 翻转课堂教学实施方案 的翻转课堂评价体系，评价翻转课堂的教学过程和教育成果，

在项目式教学中，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方法，以项目任务驱 分析翻转课堂的教学质量。

动开展动物学课程“四驱”教学实践。项目任务驱动设计有 4.1 教学过程评价  

在动物学课程的翻转课堂教学中，根据评价系统的评价指“问题链”驱动、“课堂讨论”驱动、“辩论赛”驱动和“预

标从“问题链”驱动、“课堂讨论”驱动、“辩论赛”驱动、习任务”驱动等主要的教学手段，以学生为主角开展动物学翻

“预习任务”驱动和课堂效果五个方面综合测评教学过程，根转课堂教学（图1）。

据测评结果反映教学质量。

4.2 教育成果评价  

教育成果评价是评价学生的被教育以后他们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是综合能力的体现，所以很难对指标进行具体

量化，甚至有些能力具有滞后性，所以教育成果不能及时评

价，需要一个后续的检验。因此，教育成果的评价采用灵活多

变的评价方法，根据学生具体的特征采取针对性的评价指标。

总之，项目式教学中的动物学课程翻转课堂通过构建评价

体系，并对所实施的项目任务驱动的成果导向型教育进行评
图1 “四驱”教学法 价，分析动物学课程翻转课堂的教育效果，是对传统教育教学

3.1“问题链”驱动的翻转课堂 方式改革的大胆探索，该教育方式可以将知识教育和能力教育
“问题链”驱动教学中的问题是相互联系并形成完整的问

结合起来，培养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题系列，“问题链”的核心是问题本身及其问题之间的相互联

系，以教学内容为牵引相互连接形成链状，所有问题均围绕教

学目标，且符合教学情境。在动物学课程教学中，“问题链” [1] 埃里克·马祖尔著.朱敏等译.同伴教学法[M].北京:机械
驱动将学生设置为课堂的主角，强调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问 工业出版社,2011:31.
题，通过“问题链”驱动的教学方法可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 [2] 孙芳凝.“翻转课堂”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实践研究[D].
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华中师范大学,2019.

[3] He J.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based on guidance case[J].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020, 25(4):2337-2352.

[4] 敬宜.国外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高等教育背景下的研究文

献综述[J].才智,2019(27):28.

[5] 陈艳华,张凯.基于共词聚类的我国翻转课堂研究热点领域

分析[J].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2022,41(05):34-38.

[6] Liu H, Bi X, Wang X, et al. Application of Reverse 

Engineering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Teaching: Combining case 

teaching with task driven Teaching[C]//2021 the 6th International 

图2 动物学课程“问题链” Conference on Distance Education and Learning,2021:256-261. 

3.2 “课堂讨论”驱动的翻转课堂 [7] Genelza G G. Higher education's outcomes-based education: 

“课堂讨论”驱动是动物学课程翻转课堂的重要组成部 Bane or boon?[J].West Af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and 

分，通过课堂讨论，使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改变学生 Practice,2022,1(1):34-41.                                          （下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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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策略，以提高学生的动机和表现，同时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 平性和透明性。为教练和心理辅导师提供跨领域培训和机会，

和长期动机的维持。 以促进更好的协作和学生支持。

三、问题解决对策 综合来看，高校网球教学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技术培训，还

教练和心理辅导师可以协同工作，以确保学生在心理和激 取决于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动机水平。通过整合心理辅导和激励

励方面获得综合支持。心理辅导可以帮助学生管理压力和焦 机制，高校可以更好地支持学生的发展，并为他们的未来竞技

虑，提高自信心，从而更好地响应激励机制。教练和心理辅导 体育和学业生涯创造更多机会。

师需要密切合作，共享关于学生表现和需求的信息。教练可以 五、结束语

与心理辅导师合作，识别学生的心理挑战，并提供个性化的支 在高校网球教学中，心理辅导与激励机制作为关键要素，

持。心理辅导计划应根据学生的个体需求进行定制。一些学生 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竞技表现产生着深远的影响。通过本论文

可能需要焦虑管理，而其他人可能需要自信心的提高。心理辅 的研究，我们深入探讨了这两个领域的关键作用、问题和未来

导师应与学生进行面对面会议，评估他们的需求，并制定相应 发展方向。心理辅导在高校网球教学中的作用是明确的。它有

的计划。心理辅导师可以使用各种心理辅导技巧，如放松训 助于学生管理压力，提高自信心，增强情绪控制能力，并帮助

练、认知行为疗法和正念练习，以帮助学生应对心理挑战。积 他们设定明确的目标。然而，心理辅导也面临可及性和接受度

极的心理辅导工具和资源可以帮助学生自我管理和提高心理健 等挑战，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支持。激励机制同样是成功的关键

康。教练和心理辅导师可以共同制定奖励体系，以鼓励学生更 要素。它可以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和表现

好地参与和表现。设定明确的学习目标并提供实时反馈，以帮 水平。然而，正确平衡内部和外部激励，并避免奖励过度和焦

助学生集中注意力和追求成功。 虑，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任务。为了更好地整合心理辅导与激

教练和心理辅导师应接受跨领域的培训，以了解彼此的工 励机制，高校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建立个性化心理辅导计

作和专业领域。这有助于建立共同的理解，更好地协作支持学 划、制定公平的奖励体系、提供跨领域培训与合作机会等。这

生。学校体制应支持跨学科合作，确保教练、心理辅导师和教 些努力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竞技表现、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

育者之间的协作流畅。学校可以制定政策，鼓励和促进跨学科 总之，高校网球教学中的心理辅导与激励机制相互交织，共同

的交流和培训。整合心理辅导与激励机制需要高校、教练、心 塑造着学生的体育和心理素质。通过不断研究和改进，我们可

理辅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协同努力。这样的整合可以提高学生的 以为未来的高校体育教育提供更有效的支持和指导，使学生能

表现和心理健康，使他们更好地应对竞技体育和学业挑战。同 够在竞技领域和生活中取得更大的成功。让我们继续探索、学

时，确保教练和心理辅导师具备合适的培训和资源也是实现成 习和发展，为高校网球教学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创新。

功整合的关键。

四、结论

[1] 郭晓璇.江西省竞技网球发展对策研究[D].中国矿业大学,在高校网球教学领域，心理辅导和激励机制被证明在学生

2022.的综合发展和竞技表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本研究深入探讨了

[2] 李俊伟.河南省本科高校网球教练员队伍建设特征与优化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和问题，并提出了未来高校网球教学的发展
路径研究[D].河南大学,2022.方向。通过研究高校网球教学现状，我们发现高校体育教育在

[3] 刘力为.高等职业学校辅导员胜任力模型构建与提升策略学生的全面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促进身体健康、社交互
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22.动、身体技能和自信心的发展。网球作为一项体育项目，提供

[4] 卢天宝.广东省高校网球高水平运动队发展现状与对策研
了全身性锻炼、手眼协调和团队合作的机会，对学生的竞技体

究[D].哈尔滨体育学院,2021.
验和技能发展至关重要。心理辅导在帮助学生管理焦虑、提高

[5] 刘林波.广西高校网球运动队建设与发展研究[D].广西民
自信心和情绪控制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但在可及性和接受度方

族大学,2016.
面存在挑战。激励机制可以提高学生的动机和表现，但需要平

[6] 李岩峰.心理暗示在高校网球教学中应用的初步研究[D].
衡内部和外部激励，同时避免奖励过度和焦虑。

武汉体育学院,2007.
在未来，高校网球教学可以朝以下方向发展。学校可以推

动心理辅导和激励机制的更紧密整合，以确保学生在心理和动

机方面获得全面支持。根据学生的个体需求，制定个性化的心

理辅导计划，以提高心理素质和竞技表现。学校和教练可以制

定公平的奖励体系，以激发学生的积极参与，并确保奖励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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