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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交流互动是学生课堂学习、交往活动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课堂交流互动的效果将直接影

响到课堂教学效率。翻转课堂真正地实现了新课

程改革的要求，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翻

转课堂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增强了课堂上的交流互

动，主要表现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及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笔者在“物质的提纯”翻转课堂教学中，从实

践、反思到再实践、再反思角度，真正领悟到怎样

通过交流互动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从而

提高课堂效率。课前学生在家观看教师录制的

5 min ～ 7 min的讲解视频，在自主学习单上写下

遇到的困惑; 在课堂上，教师会重点讲多数学生的

困惑，并用课堂时间来辅导学生练习，对学生的检

测情况给予及时反馈和个别化辅导。整节课以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为主线、以学生探究活动为主

体，以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归纳总结的

能力以及合作交流的能力。
1． 提出困惑

学生将课前完成自主学习单上的自主学习任

务中的困惑点进行组内讨论，由于教师已经在课前

通过网络看到了学生提出的各种困惑情况，因此教

师此时会有针对性地对各小组进行个别指导。将各

组解决不了的问题定为本节课重点探究的问题。
2． 合作探究

教师根据大多数学生的困惑: 除杂试剂的选

择、除杂过程中操作方法的选择，设计了三个合作

探究的活动:

合作探究 1: ( 忆一忆) 粗盐中难溶性杂质是

如何去除的?

生: 溶解→过滤→蒸发结晶

师: 此实验过程中用到哪些物质提纯的方法?

生: 过滤、结晶

师: 小组交流一下，在采用过滤法提纯物质时

选择何种操作方法是由什么决定的?

生: 小组讨论得出结论: 所需物的溶解性

师: 请各小组总结用过滤法提纯物质时，需要

可溶物、不溶物分别需要采取哪些操作?

生: 需要可溶物经过溶解、过滤、蒸发结晶操

作; 需要不溶物经过溶解、过滤、洗涤、烘干操作。
师: ( 追问) 粗盐→溶解→过滤→蒸发结晶→

产品是纯净的 NaCl 吗? 引出“合作探究 2”。
合作探究 2: 粗盐中除含有难溶性的泥沙还

含有 MgCl2、CaCl2、Na2SO4 等可溶性杂质，如何去

除呢?

师: 粗盐中 MgCl2、CaCl2、Na2SO4 等可溶性杂

质用过滤法能除去吗?

生: 不能

师: 那采用什么方法才能除去呢?

生: 化学方法

师: 采用化学方法，就需要选择化学试剂，各

小组讨论一下分别选用什 么 试 剂，能 将 MgCl2、
CaCl2、Na2SO4 除去呢? 将你们小组所选试剂写在

小组的白板上。
生: 小组讨论→小组展示成果

师: 哪个小组能总结一下刚才你们在选择除

杂试剂的时候采用的方法和步骤?

生: 小组合作交流，总结选择除杂试剂的方法

和步骤。
溶液中除杂试剂的选择:

( 1) 确定杂质离子;

( 2) 选择除杂试剂的离子，使杂质离子转化

为水、气体或沉淀;

( 3) 根据所需物，确定除杂试剂的另一种离子。
师: 我们学会了选择除杂试剂，能否完成下列

探究呢? 将你们小组所选试剂写在小组的白板

上。
合作探究 3: 某实验小组对一定质量含有少

量泥沙等不溶性杂质和少量 Na2SO4、MgCl2、CaCl2
等可溶性杂质的粗盐样品进行提纯，提纯步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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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所示。

图 1

思考:

( 1) 操作 a 名称为 ; 操作 b 名称为 ;

( 2) 加入过量 Na2CO3 溶液的目的是 ;

( 3) 加入足量盐酸的目的是 ;

( 4) 操作 a 与加入足量盐酸顺序能否颠倒?

为什么? ;

( 5) 加入的三种除杂试剂顺序能否颠倒? 若

能，请再写 1 种。 ;

生: 小组讨论→小组展示成果→互相指正

师: 通过三个问题的探究，你能总结出除杂的

原则及注意要点吗? ( 教师引导)

生: 除杂的原则是 ( 1 ) 不增: 不引入新杂质;

( 2) 不变: 不改变所需物质; ( 3 ) 易分: 操作简便，

易分。注意: 所加试剂不能与所需物反应。
师: 现在，你的困惑解决了吗?

3． 解决困惑

解答课前“淘题吧”检测中的典型错误

4． 课堂检测

利用“淘题吧”检测学习效果，对学生的检测

情况给予及时反馈和个别化辅导。
5． 再反思

在“物质的提纯”复习教学中真正领悟到有

效的课堂交流互动对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

性。本节课，从问题始、到问题终，教师在教学中

创设问题情境，给学生设疑，问题让学生提，思路让

学生想，疑难让学生议，错误让学生析。最大限度地

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学

生的创造才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变单向信息传

递为双向式、多向式信息传递与交流。教师发挥了

组织者、合作者、参与者的作用。翻转课堂的实施，

使学生有大量的时间进行讨论、互动等课堂活动。
“翻转课堂”中对教师的能力要求比较高，课

前，教师要把要讲授的知识，做成自主学习单和微

视频，发布到网上，供学生自学。教师根据学生课

前学习资料的分析，如课前自主学习中提出的困

惑和课前检测中暴露出的问题，总结出一些有探

究价值的问题等，学生根据理解与兴趣选择相应

的探究题目。课堂上重点是帮助学生解决自主学

习过程形成的问题。课 堂 上，教 师 要“善 问、善

导、善纳”，“问”就是要针对学生的困惑，能擅于

创设问题情景，以疑激思，以思激学，从而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或思维情趣。“导”就是当学生自

己展开讨论，分析解题思路遇到思维障碍或思路

穷尽之时，教师能随时捕捉学生的动态并及时加

以指导。“纳”就是教师在学生间、师生间讨论和

教师引导的基础上要擅于进行适时的归纳和总

结，使学生对掌握的内容能融会贯通。课堂的对

话和讨论，需要教师做出精心的准备和细致的观

察，真正做到因材施教。“翻转课堂”之所以成

功，是因为教师彻底转变向学生灌输知识，唱主角

的角色，把时间、空间和思维都还给学生，让学生

快速进入学习和思考状态，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

积极性。
“翻转课堂”让学生自己掌控学习。课前，利

用教学视频和自主学习单等，学生能根据自身情

况来安排和控制自己的学习。学生在课外或回家

看教师的微课程讲解，完全可以在轻松的氛围中

进行; 而不必像在课堂上教师集体教学那样紧绷

神经，担心遗漏什么，或因为分心而跟不上教学节

奏。学生学习的节奏快慢全在自己掌握，懂了的

快进跳过，不懂的反复观看，也可停下来仔细思考

或笔记，在此过程中学生把遇到的问题罗列出来，

拿到课堂上进行解决。课堂上，翻转课堂最大的

好处就是全面提升了课堂的互动，学生真正获得

解放，成为课堂的主角，他们通过小组合作学习，

进行相互帮扶，把遇到的问题与同学或老师分享，

通过同学之间的协作，或教师的指导，解决问题。
总之，通过翻转课堂真正实现学生的主体地

位，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使学生在单位时间

内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更大幅度地提高学生各

方面的能力，从而使学生获得良好的发展。并且

在网络环境支持下，师生间、生生间的交流互动更

加的有效，实现更加高效的课堂。
( 收稿日期: 2014 － 12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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