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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ferring to the classroom teaching at home and abroad, based on geography teaching theory, 
system science theory, learning theory, etc., taking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for 
example, this paper tried to apply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into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strategies from the teaching design, class teaching video recording, editing tasks, teach-
ing activities and classroom teaching practice in junior high school geography classroom teaching, 
and found some problems, which could provide application case and basis for mor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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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国内外的课堂教学为参考，以地理教学论、系统科学论、学习理论等的理论为指导，选取人教版

八年级地理上册第四章中国的经济发展第二节农业中我国农业的地区分布内容，从教学设计、课前录制

教学视频、编辑学习任务、教学活动计划、课堂教学在初中地理课堂教学中的实践，试图在初中地理教

学策略中应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从中发现存在问题，为之后更多的教师在使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时提

供应用案例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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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的地理教学模式中，课堂教学上教师讲授知识，学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这种传统的教学模

式以教师为主体：教师课上讲解，学生则是认真听与记忆，是填鸭式的教学，学生的学习是被动的，学

生自主学习的机会也受到了限制，不能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新课改的教学目标要求，主观能动性的

学习也不能得到充分发挥[1]。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点是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方法，即“教育学生对收集

和处理信息、分析和解决问题及交流与合作方面的一些基础本领，提倡学生学习参与的积极主动、合作

探究、努力学习，转变课程中过于注重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状况”[2]。 
当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地理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注入了新的动力。“翻转课堂”是二十一世

纪信息化环境下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它起源于美国，也被称为“翻转课堂”或“倒置课堂”。翻转

课堂让学生自主学习得到了展现，提高学生在课堂合作探究上的有效性和质量[3]。 
通过查阅文献文献，发现国内外对于翻转课堂学习模式的研究比较多，国外对于翻转课堂学习模式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Baker (2000)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的第十一届大学教学国际会议上也发表

了这么一篇有关话题的文章[3]。在 Baker 发表的文章中，翻转课堂(inverted classroom 或 flipped classroom)
被提出，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4]。2007 年，杰里米.斯特雷耶发表的《翻转课堂在学习环境中的效果：传

统课堂和翻转课堂使用智能辅导系统幵展学习活动的比较研究》博士论文[5]。作者论述了在大学教育教

学中的翻转或颠倒课堂的设置[3]。 
目前，国内对翻转课堂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介绍和推广阶段的概念上，只有少部分学校全面推行翻转

课堂教学。 
对于翻转课堂首先把重点放在课堂教学的研究上，简单介绍教学模式。如张渝江在《翻转课堂变革》

[6]—文中从多角度全面引导认识翻转课堂。作者介绍了翻转课堂的初期实践钻研，翻转课堂的典型范式

和翻转课堂的优势[3]。 
裁申卫在《翻转课堂与高中地理教学微视频制作》[7]中主要介绍能够翻转课堂的设计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微视频的制作，这是为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利益类；二是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课堂教学互动的

组织。微视频的制作是作者重点论述的方面[8]。 
随着研究的深入，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开始在大学和中学的研究中开始不断地进行着。张金嘉，王颖

以及张宝辉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9]中通过围绕翻转课堂的起源概念与特点的分析，结合国外的

教学实践，构建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分析了课堂教学实施过程中的挑战，为我国的教学改革提供参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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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丽珍的《翻转课堂在我国发展的瓶颈及路向选择》[10]中提出翻转课堂在我国推行面临的瓶颈：传

统教育观念制约着教育者；班级规模被限制；信息技术的支持不足；学生主动学习能力差；教学效果的

评价标准缺位等等。 

2.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地理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 

第一，系统科学理论 有人认为，系统是指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若干组成要素，并具有有机整

体的特定功能[11]。在翻转课堂中，知识的吸收和课堂知识的内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3]。 
第二，地理教学理论 地理教学论是学科教学论领域中的一门分支学科[11]。为了适应二十一世纪信

息化社会，新型的教学理念和创新型的教学模式：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探究、勤动手勤动脑，研究各方面

方面的教学策略：注重学生的信息搜集和处理、新知识的获取、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以及与人协作沟通的

能力，使每一个学生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能全面发展自身的独特的品质及创造性思维培养[12]。 
第三，学习理论 学习理论是对学习规律以及学习条件系统进行阐述的心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重要

考虑人类与动物的行为特性和认知心理过程[3]。不管是翻转课堂的研究还是地理教学设计的研究，都离

不开学习理论为其提供的理论支撑。 
1) 认知主义学习理论 认知结构的形成是学习的主动过程，学生对知识的接受不应该是被动消极的

[13]。认知学习理论中对学生的学习思想是启发学生主动学习，这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对学生课前自主

学习的理念一致。 
2)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认识论和学习理论是内容非常庞杂的教育与学习哲学，在知识观、

学习观、教学观等方面的观点十分丰富。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一个能动建构的动态过程[14]，学习是新旧

知识经验之间的双向相互作用过程[15]，也就是学习者与学习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 
3)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人本主义心理学不仅提出了丰富的学习论点，而且也形成了自己独具风格的

学习理论[16]。而且翻转课堂理念下的地理教学设计就是要致力于人本主义所倡导的轻松有爱的学习环

境，让学生从原先枯燥的地理课堂解放出来，从内心上喜欢上地理课堂，从而轻松的学习地理知识[3]。 
第四，传播学理论 传播理论认为传播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教与学是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所组成的

一种互动的教育活动，也是一种信息传播的活动[17]。传播学理论运用于地理教学设计中，增强课堂教学

的双向互动性和直观性[18]。 
在翻转课堂理论的支持下，为了能让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中学地理教学中能更好的运用，充分体现

出翻转课堂的优越性，让翻转课堂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及让老师与学生更加喜欢这样的教学模式；所以

本文选择楚雄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初二年级 116 班《我国农业的地区分布》做翻转课堂教学设计与实践。 

3. 《我国农业的地区分布》翻转课堂的教学设计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的生存生活的离不开粮食作物，人民为了能更好的生活与解决温饱的会选

择适宜地区发展适合的农作物。影响我国农业地区上这样分布的原因很多，如地形、气候、降水等等，

如何将影响我国农业地区分布的因素很好的让学生了解，能使学生掌握知识的教学方法也将被老师和不

同的教学方法所采用。 

3.1. 学习内容分析 

本内容是人教版八年级地理上册第四章中国的经济发展第二节农业中的第二个知识点，内容灵活性

强，需要学生能很好的结合生活实际与前面所学习过的知识进行分析理解。本次翻转课堂的教学内容包

含录制课前视频、学习任务单、学生者特征与学习目标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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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我国东西部地区农业分布差异分析；我国东部南北方农业地区分布的差异分析。 
难点：合理规划农业的地区分布。 

3.2. 学习目标分析 

1) 运用材料并联系现实情况，说出我国农业区域分布的差距。 
2) 分析东西差异的原因，以及各自特点。 
3) 分析南北差异的原因以及南北方的特点。 
4) 结合农产品特性及自然条件，合理规划农业分布区。 

3.3. 学习者特征分析 

1) 初中学生的自觉性低，没有课前先预习的习惯。 
2) 现在的学生家里有电脑上网的、或是经常出去上网的很多，对电脑的操作使用以及功能很理解，

因此在翻转课堂推行中有很大的优势。 
3) 初二年级的学生对地理知识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学习中不会有太多基础性的问题困难。 
4) 学生积极思考，对知识发现、好奇心强，有利于学生能充分发挥他们对学习和活跃课堂气氛的兴趣。 

3.4. 课前任务设计 

3.4.1. 课前学习资料 
1) 我国农业的地区分布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5MjQ3Nzk2OA==.html (笔者制作) 
2) 教材第四章第二节 
3) 网络资源：农业与饮食文化、农业现代化 
4) 习题 
 我国农业东部和西部的划分界线大致为(  ) 
A、800 毫米等降水量线      B、400 毫米等降水量线   
C、200 毫米等降水量线      D、1600 毫米等降水量线 
 我国西北部地区的种植业主要分布在(  ) 
A、湿润和半湿润的平原地区     B、东北和西南的天然林区 
C、长江中下游地区             D、有灌溉水源的平原、河口和绿洲 
 根据课本上我国水稻小麦主要分布区图，可知我国南方水田和北方旱地的分界线大致是(  ) 
A、400 毫米等降水量线        B、长江 
C、秦岭—淮河一线           D、黄河 
读我国水稻小麦主要分布区图，完成下列要求。 
1) 从干湿状况来看，我国以种植业为主的地方，主要分布在______和______地区。 
2) 从地形上看，我国以种植业为主的地区，主要分布在______地区。 
3) 观察右图可知，北方旱作区和南方水田区的分界线，大致是______线，我国水稻、小麦的地区分

布呈现“南______北______”的格局。 
4) A 地的耕作制度(熟制)是______，B 地的耕作制度是______。 

3.4.2. 课前任务设计 
1) 结合前面所学知识，做东西部差异对比分析表格，本任务满分为 10 分(表 1)。 
2) 结合前面所学知识，完成南北方差异对比分析表格，本任务满分为 10 分(表 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5MjQ3Nzk2O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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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difference of agriculture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表 1. 东西部农业差异表 

地区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气候   

地形   

降水   

农业部门   

分布地区   

 
Table 2. The difference of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表 2. 南北方农业差异表 

地区 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温度带   

干湿地区   

主要耕地类型   

耕作制度 
(熟制) 

  

主要粮食作物   

糖料作物   

油料作物   

 
3) 思考完成课本上的活动题，本任务满分为 30 分(认识我国农产品主要产区的建设规划：对照课本

上中国农产品主要产区建设规划示意图： 说出我国农产品主要产区的地形特征。 说出我国西部地

区的农产品主要产区的分布状况这些地区发展种植业最主要的自然条件是什么？ 我国东部地区南北

方的主要农产品有哪些不同？试举例说明这样规划所依据的自然条件。) 
4) 运用网络资源，查询与本课程相关的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并与同学分享。随机提问，分享内容与课

题相关加 10 分，不回答者扣 10 分。 
5) 完成练习题，小组进行评判。 

3.5. 课上任务设计 

1) 教学流程：课前准备：由课代表带领学生阅读教学内容，熟悉教学内容(2 分钟)——在本课的要求

下进行分小组，确定小组成员角色(3 分钟)——小组展示课前学习任务单中第 1、2 项内容(结合前面所学

知识与学习资料内容，完成东西部与南北方差异对比分析表格)，对不同意见的可以讨论确定，也可以寻

求老师的帮助(10 分钟)——小组分析讨论课本上的活动题并将成果当众陈述，并且老师参与学生的小组

讨论，收集学生对此题的不同看法以及学习的解释与理解，更好的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11 分钟)——与

同学分享自己收集的有趣的知识(5 分钟)——小测验(5 分钟)——总结(4 分钟)。 
2) 活动效果地评价：通过小测验及组员之间的互评实现最终评定[19] (小组成员对每位学生完成学习

任务单情况做出合理评分)。 
3) 应变候选方案：展示准备好的课件，带领学生一起分析知识点总结归纳提前让学生完成对比表格；

组织学生结合身边的生活实际，解释农业与饮食文化之间的关系，说说大家所了解的农业与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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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生结合地形、气候、降水、气温等等，对我国农业分布具备的条件进行分析，并举例说明我国东

部地区农业南北不同的依据。 

3.6. 教学设计反思 

1) 各项教学环节完整。 
2) 更多教学过程让学生来完成，增强学生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3) 课前、课上有衔接。 
4) 存有展示环节、讨论环节，使得学生的课前学习得到展示，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5) 通过小测试检测学生的课程完成状况。 
6) 小组或组员互评，互相评价各组或组员分项表现，将评价权交给学生[19]。 

4. 《我国农业的地区分布》翻转课堂的实践过程 

有了良好的教学设计，在教学实施中就有了很好的保障，但在实施这个教学是需要教师在实施之前

做好充足的准备的，包括教学对象的选择、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时间地点等等。笔者在教学设计中已

经说到了内容的选择，其主要是由于本内容能很好的结合生活实际与前面所学习过的知识，当然也是在

选定了教学对象的情况下而来定的教学内容。 

4.1. 课前准备工作 

查阅相关资料学习翻转课堂，了解归纳翻转课堂的相关知识；确定教学对象内容，并对教学内容进

行深入分析备课、制作课件，熟悉课件；下载学习使用 Camtasia studio 8 软件，在熟悉软件使用和教学内

容的情况下，多次使用 Camtasia studio 8 软件录制《我国农业的地区分布》的教学视频，并做相应的处理

修改，最终做出自己的教学微课视频；根据教学目标与教学过程制作学习任务单。在此过程中，多与老

师进行交流，在老师的指导与帮助下对内容进行修改。 
在准备就绪之后，与楚雄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初二年级 116 班的老师取得联系，确定上课的时间，笔

者提前将教学网址告诉学生，并将学习任务单发给学生和学生说明要求；其次笔者提前准备课堂教学过

程的录制设备，以便录制课堂教学过程。 

4.2. 教学过程 

开始上课时，教学进度是以教学设计中教学流程的进度进行，笔者开始上课，组织学生回顾视频知

识，这就发现大多学生没有观看视频，于是进度就因此放慢了下来。组织学生进行分组，结合教材内容

对学习任务单的第 1、2 题进行小组讨论分析，笔者也时不时的参与到小组间的讨论，对学生讨论中的不

同意见进行分析讲解，如：在一个小组中，就有学生对东部地区的地形问题有了不同的意见，可是小组

内的成员也不能很好的解释，于是，在笔者的参与为他们的争执做了分析，使学生能够很好的掌握知识；

还有的小组是对南北方的温度带这个问题有争议，这就需要对前面所学知识进行综合分析，或者翻出地

图进行分析，这样较为直观，学生也容易理解。小组讨论结束后，由于不是笔者都能参与到各个小组的

讨论中，以及不是每个学生的会主动提出问题，因此还需要做最后的总结。东西部与南北方的差异对比

分析是教学的重点，因此这需要学生能够很好的掌握，并且能够对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 
学习了本节课的重点，接下来学习任务单的第 3 题便是难点，学生小组内对第 3 题进行分析讨论，

将自己的想法的充分表达出来，小组其他成员进行点评，再有问题的地方可以相互帮忙解决或请老师帮

忙。其实本题需要对我国农业的地区分布的特点与条件有灵活的运用，主要还是我国农业与地形、气候、

降水等方面的分析。对于举例并进行合理规划也就是要求综合考虑到农业的水、热、光等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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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南地区的南北农业在自然条件方面的对比，选择适合与农作物生长的有利条件与区域。这个难点主

要就是由于需要将所学习过的知识进行综合分析，综合考虑农作物生长的一系列条件，选择一个最适合

农作物生长的环境与区域。与同学分享自己收集的有趣知识，是让学生发散思维与扩充更多的知识，使

学生充分利用生活与网络资源，开阔学生们的视野，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也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小测验本是对这节课学生学习情况最好的反应，通过测试能让老师知道学生在哪些地方还存在问题，

本节课学生对知识掌握了多少。可是由于前面的教学安排不是很合理，导致最后的小测验没能完成，课

程结束时也将无法判定本节课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5. 结论与对策 

结合我国目前的地理教育教学现状进行分析，将翻转课堂在地理教学模式中的精华提取出来，进行

调整之后很好的应用到初中地理教学中。本文的研究是在阅读过很多相关研究的文献及在初中地理教学

课堂上进行过翻转课堂实验后总结归纳出来的，目的是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今后地理教师课堂教学使

用中提供帮助。综合对《我国农业的地区分布》的设计、课堂上对学生们表现的观察及课后私下对学生

的调查和访谈，发现运用时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从学生方面，学生的自主性和自制性不够强。通过对自己上传的视频浏览播放次数，在课堂

上进行教学时对所有学生的观察，都充分说明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观看了教师提前做好上传的教学视频；

学生在课堂活动容易跑偏，将活动的目的抛之脑后，形成小组学生在一起聊闲天；学生在课堂活动中，

分析学生对举例说明在某些地区农业合理规划依据的条件分析，与对学生自己搜集分享的相关知识问题

的回答计分不合理；学生对翻转课堂的教学不够理解，在课堂上对自己应该做的和不该做的还不够明确，

导致有部分时间浪费在活动中。另外，教学过程中参与到学生的讨论发现，有的学生理解和反应较慢，

与同学讨论中跟不上思维较快的同学，导致对小组间的讨论没兴趣，反而是在发呆或是自己做自己的，

因此在小组的组建上存在问题。 
第二，从教师方面，能力有限。可能也是由于是一个实习老师，对学生而言构不成什么威信，因此

需要老师随时的巡视参与；通过在学生课堂活动中的参与活动中发现，学生们对于“合理规划农业的地

区分布”还存在着理解问题，需要加强辅导；在本次翻转课堂教学实验中，认真进行了教学内容的设计、

教学视频的录制与剪辑、编制学习任务单与设计课堂教学活动。但是由于在地理教学方面的经验缺乏，

因此会在各个地理教学环节的设计上和地理教学活动与内容衔接与组织上仍存在不足。另外，在上课时

的感觉，还有通过课后看视频与去听课的朋友反应情况，课堂的纪律问题还是较为严重的，这主要是由

于课堂掌控能力与课堂活动知识的分配不太合理，在之后的教学中应该多注意这些问题。在学生课堂结

束前的小测验反应出，学生对本节课的知识掌握不是很乐观，通过教学视频发现在教学活动中，在没有

老师的监督情况下，有学生就偏离了教学活动内容。 
第三，从客观条件方面，主要表现为：第一，实验对象代表性不强。本次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实验

在楚雄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学校开展，实验的班级是本校的初中组初二年级的一个班级，初中学生的学

习任务相对于高中学生要轻松一些，这些学生每天放学都可以回家，因此学生们有条件和充足的时间在

课前观看由老师准备好的地理教学视频而进行自学。虽然这个班级有 53 名同学是学校中普通班的学生，

但不能完全代表普通初中年级的所有学生。第二，教学实验次数有限。由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于现在

学习的教学模式而言是一种新鲜的教学模式，受到学校的教育制度与学生已经接受了的教学方式方法的

原因，因此本次的实验只进行了一次翻转课堂应用于初中地理教学的尝试。由于在学校的实习时间与上

课代班、以及自身的知识与实际情况等条件不同程度的限制，不能将这种模式长期的进行教学实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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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实验结果不能更为精确，及学生进行翻转课堂学习初中地理知识后的一些感受与体验。 
针对在本文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可采取以下几项对策： 
第一，老师与家长共同监督，家长在家里督促孩子完成观看学习教学视频内容，保证孩子做好课前

的准备；老师加强课堂纪律的管理，将知识的传授与课堂气氛的管理合理规划，让学生拥有一个愉快的

学习气氛，从而能更好的学好知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反应速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二，教师加强在翻转课堂教学方面的能力，多尝试使用翻转课堂教学，向学生传授翻转课堂教学

的知识，使学生喜欢这样的教学模式。在教学中多收集教学经验或向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请教与学习，

在翻转课堂教学课后多做反思与总结，在以后的教学中杜绝本次教学中所存在的不足地方，而对此次教

学中的优点要继续发扬。 
第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挑选更多具有代表性的对象进行教学，增加实验的次数。通过不断的

实验与教学，使学生体验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地理教学的优势与此教学模式下学习的乐趣，让学生们

的真正喜欢翻转课堂教学，从课堂教学的学习中学会与人协作交流和分享自己的知识，学会合作探究学

习。 
“翻转课堂”是时代变迁的必然产物。目前，在推动过程中会遇到各种经济条件、技术技能条件、

传统思想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等方面的限制，但实践需要一个不断地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但随着

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逐步到来，学生们的学习工具与方式方法会出现颠覆性改变，在教

育教学的不断改变中必然会引起巨大的震动，教学课堂改革在各个领域展开实践已经成为现实，“翻转

课堂”也必将成为时代性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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