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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绸缪:翻转课堂视角下教师的课前准备
———以“甲烷”教学资源准备为例

蒋 泓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江苏 连云港 222006）

摘要：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翻转课堂已经在全球盛行。 它以教师录制的微视频为载体，颠倒安排了课上知识传授和
课下知识内化过程，切实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结构。 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课前自主学习，教师需要准备更充
分的教学资源。 文章以“甲烷”这节课教学资源的准备为例谈一谈教师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所做的课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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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千百年来，教师“统
一讲”，学生“集体听”，这早已成为一种习惯。 当“传
道、授业”不成为课堂的主流，当“解惑”只成为课堂的
一部分时， 一场颠覆传统的教学模式的变革诞生了。
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在课前通过微视频结合课本
开展自主学习，课堂上主要是与同学交流、探讨疑惑
问题，完成练习。这与传统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课、布置
家庭作业、学生回家练习教学方式完全颠倒，因而被
称为翻转课堂。 在翻转课堂中，学生拥有更多的自主
权，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合适的时间进行学习，
学习的内容和进度也完全由学生自己掌控。每个学生
对学习内容的理解不同， 提出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他
们可以把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记录下来，在
课堂上与教师、其他学生进行沟通交流，翻转课堂使
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
近日，在浙江绍兴一中举办了长三角网络结对学

校“特色发展与教学改进”研讨活动，我代表学校参加
了此次研讨活动，开设了公开课“天然气的利用与甲
烷”。 我尝试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于本节课的教
学中，在备课和磨课的过程中加深了对翻转课堂的认
识和理解。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只要精心准备上课内
容，在课堂上把重难点讲透就行。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把传统教学中学生学习的重心移到了课前，学习前置
要求教师做更多的课前准备来帮助学生实现课前自

主学习。下面我就以“甲烷”这节课的教学资源准备为
例谈一谈教师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需要做的教学

准备。
一、准备微视频
微课程或称微课，是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涌现

出来的新概念。微课是指时间在 10分钟以内，有明确
的教学目标，内容短小，集中说明一个问题的小课程。
微课通常以微视频为表现形式，成为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教学资源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学生在观看教学
视频时可以应用视频播放器的暂停及回放功能，及时
做笔记和进行思考，自主控制学习的进度，并方便一
段时间的巩固复习。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不仅可以在课
上享用校内资源，社会环境中提供的云端资源更加为
学生的课下学习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

“甲烷” 这节课研究的重点是甲烷的空间构型和
取代反应。甲烷的空间构型这一重点我设计成课堂探
究环节，同学们在课堂上动手搭建模型来探究。 由于
甲烷和氯气的取代反应需要时间长， 涉及有毒气体，
在课堂上完成费时费力，所以我在实验室录制了整个
实验过程，通过剪辑制作成微视频。 微视频全方位地
展示了反应过程，反应现象。学生通过观看微视频，能
清晰地看到集气瓶中黄绿色褪去、瓶壁有油状液滴生
成，集气瓶口有白雾生成等一系列实验现象。 学生根
据白雾这一现象， 再根据甲烷和氯气的分子组成，可
以推断出白雾是氯化氢，为后续反应产物的探究做好
了铺垫。 本节课还有一个演示实验是甲烷的燃烧，考
虑到教材已经删去甲烷的实验室制法，课堂上制备甲
烷较慢，点燃前需要验纯等因素，我在实验室完成了
该实验，制作成了微视频，供学生在课前观看。
二、制作导学案
导学案是经教师集体研究、个人备课、再集体研

讨制定的，以新课程标准为指导、以素质教育要求为
目标编写的，用于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参与、合作
探究、优化发展的学习方案。 它以学生为本，以“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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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达成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配合教师科学的评
价，是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创新、学会合作，自主发展
的路线图。 导学案顾名思义重在“导”，即要求有效地
引导学生学习，让学生在每节课前都事先能明白本节
课的主要内容及重难点，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把握学
习方法。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导学案设计一般重点
突出以下三方面。

1. 查阅资料的布置
化学是一门与生产、生活密切联系的学科，化学

与生活的互动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激发求知欲，
使化学学习富有生命力。学生学习的最终目标是能在
生活中灵活应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在信息化高速发
展的今天，查阅资料也是一种重要的能力。 因而翻转
课堂模式中的导学案，需要围绕课题设置一些相关资
料的查阅，来培养锻炼学生获取、整理信息的能力。
在“甲烷”这节课中，我设置了以下资料的查阅任

务：（1）瓦斯爆炸的原因，如何防范瓦斯爆炸。 （2）沼气
的来源，用途。 （3）可燃冰的开发和利用。 瓦斯、沼气、
可燃冰的主要成分都是甲烷， 这三个名词学生在生活
中应该听说过，但多数属于一知半解，通过查阅资料能
让他们了解瓦斯爆炸的原因、防范措施；了解沼气的形
成、作用；了解可燃冰的开采和应用，在查阅资料的过
程中进一步认识甲烷的相关性质，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2. 导学问题的设置
以往的导学案往往会以填空的形式对书本知识

进行梳理，学生只要在课本上找到相应知识点搬抄到
学案上即可。翻转课堂模式中的导学案要求通过一个
个具有探索性的问题，引导学生进入自主学习，在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在“甲烷”这课的导学案中我设计了如下的问题：

⑴已知在标准状况下甲烷的密度是 0.717g / L， 含碳
75%，含氢 25%，利用这些数据怎样确定它的分子式?
⑵根据甲烷的分子式，写出电子式，预测甲烷的空间
构型。 ⑶观看微视频，记录甲烷和氯气反应的实验现
象，试根据现象推出产物。 ⑷根据甲烷和氯气的反应
试归纳什么是取代反应，有何特点。
甲烷是同学们接触的第一种典型的有机物，问题

1旨在引导学生掌握有机物分子式计算的一般方法，
这种方法可以用来求算所有烃的分子式， 具有代表
性。 同时它为问题 2的结构探究做好了铺垫。 问题 2
旨在引导学生根据电子式思考甲烷的空间构型，有机
化学学习的重要线路是结构决定性质，问题 2 为后续
甲烷性质的学习做好铺垫。问题 3旨在引导学生观察

实验现象，尝试由现象来推测可能的产物。 问题 4是
在问题 3的基础上理解掌握取代反应。这 4个问题的
设置，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充分考虑了学生的认知规
律，具有较强的思考性，从而有效地把学生引入课本、
引入实验，充分推动学生自主学习。

3. 过关练习的配置
翻转课堂中的过关练习是为了帮助教师分析和

掌握学生自主学习存在的问题，因此在配置练习时需
要更多的思考和组合。 例如在设计选择题时，尽量把
学生学习中容易犯的错误编制到每个选项。这样教师
通过批改统计，能准确判断出哪些学生在哪些问题上
出了差错，同时思考这些错误的成因，整理出具有探
究性的典型问题，为组织课堂活动做好准备。
在“甲烷”的导学案中我设置了如下的过关练习：
1. 下列分子中呈正四面体结构的是 （ ）
A.甲烷 B.二氯甲烷
C.三氯甲烷 D.四氯化碳
2. 物质的量相同的甲烷和氯气的混合气体，光照

后生成物物质的量最多的是 （ ）
A.氯化氢 B.二氯甲烷
C.三氯甲烷 D.四氯化碳
3.下列反应属于取代反应的是 （ ）
A. CH4 + 4Cl2 光 CCl4 + 4HCl
B. Zn + H2SO4 =ZnSO4 + H2 ↑
C. CHCl3 + HF CHFCl2 +HCl
D. CH4高温 C + 2H2
4.某气态烃在标准状况下的体积为 2.8 L，其质量为

2 g，该烃中氢元素的质量分数为 25%，求该烃的化学式。
练习 1主要考察学生对甲烷空间构型的掌握情

况，并在甲烷的基础上扩展到氯代甲烷。 练习 2、3主
要考察的是取代反应，练习 4考察的是烃分子式的求
算，是导学问题 1的延伸。通过这 4个过关练习，我可
以了解学生对于本节课重难点的掌握情况，进而有针
对性地预设出课堂讨论的问题，有效引导学生开展课
堂讨论，解决自主学习中的问题。 这样的过关练习还
可以不断地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三、准备实验器材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课本上的演示

实验能加深学生的感性认识，帮助学生记忆化学反应
现象、反应产物。安全、现象明显的分组实验更能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化
学教学中还涉及很多模型，特别是有机物分子的结构
模型，它们能化抽象为具体，帮助学生掌握有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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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2 的设置，一方面把归纳总结的主动权交
给了学生， 让他们对 SO2的性质有了全面的把握，又
能启发学生不断提出问题。 另一方面，培养了学生从
物质分类角度解读化学知识，培养学生的化学思辨能
力。问题 3旨在通过对比 SO2和 CO2，让学生从本质上
真正掌握 SO2的性质，健全了知识网络。
综合式问题串的设置具有省时高效的特点， 它不

仅能优化课堂结构，节约课堂时间，还能推动或加速学
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在高考复习中也是个好方法。
教学反思：
这样的课堂是充满活力的课堂，学生不再呆板被

动，他们总是带着问题思考，带着问题探究，使学生真
正拥有了学习的主动权。当然，这样的课堂，对教师提
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不仅要备课充分，还能结合教

学目标、学生现状及生活实际，设计出有价值的“问题
串”；同时给出的问题一定要有明显的坡度，既能保证
基础，又能升华提高。 总之“问题串”就是这样把高中
化学核心的问题进行细化和深化，通过一问一答的引
导和深入，让学生自己找到了真正的答案，是一线教
师在长期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而形成的高效课

堂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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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构型。
在“甲烷”这节课中，由于演示实验甲烷和氯气的

取代反应耗时很长，我制作了微视频在课前放给同学
们看。 在课堂上甲烷空间结构的探究活动中，我准备
了两套教学用具。 第一套是橡皮泥和火柴，在知道甲
烷的分子式是 CH4以后， 我们用橡皮泥代表碳原子，
火柴棒代表 C-H共价键，火柴头代表氢原子。 请同学
们充分发挥想象来搭建甲烷的空间构型。同学们搭出
的结构主要有 3种：正方形、四面体、还有类似于板凳
的四棱锥。 由于橡皮泥上面没有现成的孔，不会限制
键角，也就不会禁锢学生的思维。第二套是球棍模型。
在引导学生推出甲烷是正四面体结构的基础上，再搭
建甲烷的球棍模型。 初学有机化学，学生对于有机分
子的空间构型是很陌生的，学生通过自己拼插球棍模
型，把球棍模型拿在手中就能真切体会到甲烷分子中
4个共价键键长键角完全等同， 这就为后面甲烷性质
的学习做好了铺垫。模具的选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为他们的探究提供了物质保障，这比让他
们凭空想象要简单的多。
四、预设学生问题
翻转课堂的重心在于解决学生在自学过程中产

生的疑问。 对于课本上陈述性的知识学生能看懂，在
课堂上就不必再重复。 我们在上课之前，根据以往的
教学经验，可以敏感地预设出多数学生的困惑，在课
前形成解决方案并设计引导思路。 在课堂上，学生往
往会提出各种问题或假设，有些问题或假设我们可能
从来没遇到过，这对教师是极大的考验。因此，我们在

备课前必须要做充分的准备，广泛查阅资料，才能以
扎实的本学科知识、广博的跨学科知识储备来迎接学
生的提问。当然有时我们也会遇到学生提不出有价值
问题地情况，当学生问题没问到点子上时也需要老师
能恰当的引导重难点问题的提出。
在《甲烷》这节课中，我预设了以下问题：
⑴甲烷的空间构型为什么不是正方形?
⑵甲烷燃烧视频中，火焰呈黄色，为何家里燃气

灶的火焰是蓝色?
⑶有机反应方程式为何写“→”?
⑷在确定有机物分子式时，如何确定是否含氧?
在上课时， 同学们果然提出了以上这些问题，我

顺水推舟地带领他们通过小组讨论完成了上述问题。
在学习过程中， 也有学生提出了我没想到的问题：甲
烷的燃烧是取代反应吗? 理由? 我们一直把甲烷的燃
烧归于氧化反应，从没想过是否为取代反应。 学生紧
扣取代反应的概念， 觉得该反应完全符合取代反应。
我和学生们一起思考讨论，终于得出了反应前后共价
键的类型不能改变的结论。课堂上意外问题的生成往
往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概念，这番争论使得学生们
对取代反应的认识上了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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