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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 SPOC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应用 

——以 SPOC《英语翻译理论与技巧》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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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SPOC翻转课堂教学应运而生。文章首先概述 SPOC翻转课

堂教学研究现状及其推广实施的有利条件，然后以 SPOC《英语翻译理论与技巧》为例从课前导学

线上平台、课中研学线下平台和课后练学线上平台三个环节探析“互联网+”背景下 SPOC 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应用，最后指出“互联网+”背景下 SPOC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为课程教学改革

提供了新的思路，克服了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有望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构建新型的学习

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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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随着“互联网+”的应用和发展，高校

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存在的弊端已严重制约了高等教

育教学水平的提高和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从目前

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来看，“‘互联网＋’与翻转课

堂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推动了学习的自主性和互动

性”
[1]
，为高校传统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其中“互联网+”背景下的 SPOC 翻转课堂教学优势

尤为明显，借助其丰富的网络学习资源、在线互动

交流、即时反馈等教学功能可实现对传统课堂教学

的有效“翻转”，“使得自主式、分布式和合作式情

境学习成为可能”
[2]
。鉴于此，为了迎接新时期高校

深层次的课程教学改革，教师要积极建立课程网络

教学资源库，拓展教学内容，构建基于线上、线下

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促进师生、生生学习共同体

的建立，全面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合作

能力、沟通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
[3]
，以弥补传统

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能力方面之不足。 

一、SPOC翻转课堂教学研究现状概述 

乔纳森.伯格曼（Jonathan Bergmann）和亚伦.

萨姆（Aaron Sams）在其著作《翻转你的课堂：时

刻惠及课堂上的每位学生》（Flip Your Classroom: 

Reach Every Student in Every Class Every Day）

中介绍了实施翻转课堂的亲身体验，并进一步探究

了翻转课堂的相关理论，为今后各种课程的翻转课

堂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提供了方法论
[4]
。此后美

国富兰克林学院的罗伯特·塔尔伯特（Robert 

Talbert）教授结合自身多年的课程教学实践，归纳

出实施翻转课堂的教学设计，并将其运用于他的实

际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他认为学习过程

可以从学习认知层面分为知识的课前知识传授阶段

和课后知识内化阶段。具体而言，课前学习者在家

根据时间安排观看课程网络教学视频，然后进行针

对性的训练，巩固知识；课中学习者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定量测评，检测学习效果，然后通过解决问题

来完成知识的吸收和内化，最后进行学习总结和反

馈
[5]
。在此基础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曼

多·福克斯（Armando Fox）于 2013 年首次提出 SPOC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小规模限制性在

线课程）翻转课堂这一概念。他认为 SPOC翻转课堂

教学与高等教育的理念并不冲突，但在应用模式上

应因地制宜，并指出将 SPOC翻转课堂应用于课程教

学，可以丰富教师课堂教学手段，扩大知识的输入-

输出量，提高学生参与度
[6]
。总体而言，国外学者

关于 SPOC翻转课堂教学的探究主要集中于有关翻转

课堂教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与传统课堂教学



 

82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第 1 期 

模式的对比研究等方面。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SPOC”、“翻转课堂”

等为关键词进行多轮模糊检索，截止 2019 年 09

月 06 日数据库共收录了 692 条相关研究文献。通

过梳理这些文献可知，国内的 SPOC 翻转课堂教学

研究起步较晚。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国内学者主要

侧重于 SPOC 翻转课堂教学的内涵、特征等研究，

专门针对 “互联网+”学习环境下提高学习者创

新能力的翻转课堂教学研究并不多。从研究的路径

来看，国内主要是基于行为主义理论对 SPOC 翻转

课堂教学进行研究，对所提出的策略和模式作用于

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实证分析不够深入。总体而

言，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对 SPOC 翻转课堂教学具有

一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但基于 SPOC 的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的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

深入探究。 

二、SPOC翻转课堂教学推广实施的有利条件 

目前国内 SPOC 翻转课堂教学条件已趋成熟，

其推广实施具有较好的实践基础、良好的政策导

向、较成熟的网络支撑环境等有利条件。高校要积

极利用这些有利之势，结合新时期国家、社会对人

才培养的新需求，在“互联网+”背景下创设符合

校情的 SPOC 翻转课堂教学环境，增强课程教学的

针对性和差异性，切实做到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为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提供全面的支持。现将

目前国内推广实施 SPOC 翻转课堂教学的有利条件

概括如下： 

（一）较好的实践基础 

近年来，国内 SPOC 翻转课堂教学研究成果颇

为丰硕，也得到了教育界的广泛认可。国内关于

SPOC 翻转课堂教学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从介绍、引进

到实践、改进阶段。目前，国内学界重点探究 SPOC

翻转课堂教学的可操作性。李瑾、张宁和云霄以“现

代密码学”SPOC 翻转课堂为个案分析，通过尝试构

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力模型，来实现“学生

学习毅力、学习动力、学习态度、深度学习能力、

学习策略与反思等自主学习力的整体提升”
[7]
。吴

九占和郭宇以基于 SPOC 的思政课翻转课堂教学为

例，探究教学过程中“所遵循的教学理念和所指向

的教学目标”，“对学生知识掌握、能力提升和情

感培养方面的教学效果进行三维分析，进而提出

系统提升教学供给端、需求端和中介端有效性的

机理”
[8]
。卢锋和马荣炜针对教育技术学专业“电

视作品编导与制作”课程教学中存在着学生学习

兴趣不高、缺乏主动性等现实性问题，通过在实

验教学中引入翻转课堂和 SPOC 平台，从学习时间

自主、学习内容自主、学习评价自主等方面“积

极探讨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方式和激发学生深度

学习的途径”
[9]
。上述诸如此类的研究在一定程

度上突破了传统课堂教学的藩篱，弥补了其缺陷，

为今后的 SPOC 翻转课堂教学研究奠定了实践基

础，也为其应用提供了实践依据。 

（二）良好的政策导向 

教育部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加强优质教育资

源开发与应用、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普及共享、加强

网络教学资源体系建设、创新网络教学模式，开展

高质量高水平远程学历教育并办好开放大学的任

务”
[10]

。这些重要指标的提出大大鼓励了 SPOC翻转

课堂教学在高等院校中的应用。具体而言，上述良

好的政策导向有助于激发高校实施 SPOC翻转课堂教

学，逐渐建立符合校情的 SPOC课程群。在此基础上，

通过发挥 SPOC翻转课堂教学的优势，进一步迎合信

息化时代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和认知特征，并逐步建

立符合课程教学特点的教学活动设计及教学动态评

价体系，使网络优质教学资源得以共享，进而契合

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基本理念。 

（三）较成熟的网络支撑环境 

随着“互联网+教育”的推进和教育信息化水

平的全面提升，翻转课堂与互联网进一步交互融

合。目前支撑 SPOC 翻转课堂教学的网络教学环境

主要包括网络线上线下教学平台、移动学习终端

等。其中网络线上线下教学平台涵盖课程管理系

统、学习管理系统、学习内容管理系统等，能够实

现教学互联、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训练反馈、数

据统计分析等功能，是实现 SPOC 翻转课堂教学的

基本运行环境。移动学习终端操作简单易推广，能

够有效整合教学资源，支持学生的微课学习、优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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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网络交流等，可以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服

务。总体而言，当前网络支撑环境有效翻转了教学

空间，可衔接课前、课中、课后的多个教学环节，

进而为师生提供了教学过程图形化、可视化的网络

交互平台。 

三、“互联网+”背景下 SPOC 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的构建——以 SPOC《英语翻译理论与技巧》

为例 

“互联网+”背景下 SPOC 翻转课堂旨在通过翻

转教师和学生的角色迁移教师“知识传授”和学生

“知识内化”的教学场所，它的核心环节是课前导

学、课中研学和课后练学，为全面培养学生的自主

探究、协作探究、自主评价等学习能力创造条件。

但是如何借力“互联网+”的有利条件，创建 SPOC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现以 SPOC《英语翻译理论与技

巧》课程为例，尝试从线上平台、线下平台翻转传

统课堂教学，如图 1所示。 

图 1 “互联网+”背景下 SPOC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

以《英语翻译理论与技巧》课程为例 

“互联网+”背景下 SPOC“翻转课堂的核心

促学机制在于师生互动下课堂活动任务的促学效

能”
[11]

。通过线上、线下师生、生生互动教学模

式，采用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和教学模块化设计，

可以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一个不受时空限制，协同式

的网络自主学习环境。通过构建上述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图 1），有助于更新教师的翻译教学理念和

教学方法，创建翻译课程教学的翻转要素，改变传

统翻译课程教学流程，向学生提供一种体验式学

习，有望拓展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协作能力和深度

学习能力，进而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翻译实践应用能

力和学业水平。鉴于此，“互联网+”背景下 SPOC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之于翻译课程教学的重

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四、“互联网+”背景下 SPOC 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的应用——以 SPOC《英语翻译理论与技巧》

为例 

“互联网+”背景下 SPOC 翻转课堂在现代化教

学中的应用主要体现于课前导学、课中研学和课后

练学三个环节。下文以《英语翻译理论与技巧》为

例从上述三个环节具体阐发 SPOC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的应用。 

（一）课前导学线上平台 

在“互联网+”背景下，通过创新 SPOC 课堂教

学的翻转模式，可以构建出课前导学的重要翻转元

素，即教师可以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

大纲创建课前导学资源库，可供学生随时随地自主

学习，突破了传统课前预习的瓶颈和藩篱。 

以 SPOC《英语翻译理论与技巧》为例，在课前

导学线上平台，教师可以提供翻译课程教学大纲、

教学预习资源，还可发布教学公告以及课前辅导答

疑等。在具体操作方面，学生除了要了解翻译课程

教学大纲以外，还要知悉章节学习目标和知识点，

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更加深入地学习每一章节的具

体内容。此外，在课前导学环节，教师要根据章节

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设计详细的预习任务。学生要

根据预习任务课前线上学习教师精心建设的学习资

源，如观看与相关的视频学习资源，阅读教师挑选

的翻译名篇、翻译理论著述等，这些预习任务是学

生有计划开展 SPOC课前在线自主学习的“小导师”。

学生自主完成预习任务之后，要参加在线测试，开

展同伴互动交流，即时反馈课前导学情况，并主动

作出学习反思和自我评价。可以说，学生在线完成

课前导学环节之后，结合教师的个性化指导和答疑

解惑，可逐步从浅层学习迈向深层学习，为后续的

课中研学和课后练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 

（二）课中研学线下平台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环境，教师起主导作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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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主体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与之相反，在 SPOC

翻转课堂课中研学环节，师生、生生之间的交互活

动明显增多，其角色的翻转有益于构建一种新型的

学习共同体。特别是教师根据学情分析，确定学习

的重难点，监控学生的学习进展，并针对学生的学

习反思情况进行差异辅导；学生对所学任务进行自

主探究、协作探究，并开展同伴互评，了解自己对

知识的掌握情况。 

以 SPOC《英语翻译理论与技巧》为例，教师和

学生可以根据线下的讨论，共同梳理出翻译敎学内

容的重点、难点和疑点。具体而言，教师的角色从

传统的翻译知识、翻译技能传授者转变成了教学的

组织者、协调者和指导者，教师可采取任务驱动法、

演示法、研讨法，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协作探

究，并及时点拨，帮助学生深入学习翻译教学内容。

此外，对学生在线下讨论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疑点

或在同伴互评时遇到的疑惑给予及时解答，并有针

对性地进行个体差异辅导，“能促进教学的进步并有

力提升教师的发展，使教师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上更

加侧重结合学习者的特征”
[12]。 

（三）课后练学线上平台 

在课后练学线上平台，教师对学生完成的项

目情况“提供在线反馈，追踪学习效果，进行多

元评价，从而实现知识的固化”
[13]

；学生要完成

项目成果展示，并开展互评活动。而且学生在完

成课前、课中的学习任务之后，教师可以综合考

虑专业学科特点、学生知识掌握的程度以及社会

需求，进一步遴选练学项目，以巩固学生掌握的

知识。 

以 SPOC《英语翻译理论与技巧》为例，在翻

转课堂中构建翻译情境（翻译工作坊），模拟真实

翻译项目，如中医文本翻译项目、旅游文本翻译项

目等，以弥合学生翻译活动和真实翻译实践的距

离，帮助学生积累翻译经验，提高翻译实践能力。

学生在完成翻译项目练习后，将个人译作发至组群

进行组内交流讨论，并最终产出小组译作，然后由

各组代表负责将小组译作发至线上互动板块进行

展示，开展组际互评，最后教师对各组的译作进行

点评，指出各组译作的优缺点。在师生互动过程中，

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教

师除了可以对学生的译作进行评价、反馈外，还可

以适时监控学生的翻译项目完成情况，如学生的项

目参与度、在线项目测试情况等，这些可作为形成

性评价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基于课后练学线上

平台的翻转课堂解决了传统翻译课程教学形式单

一枯燥、理论与实践脱节、评价方式单一等弊端，

“因而是一种非常值得翻译理论课教师加以尝试

的教学模式”
[14]。 

综上所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SPOC

翻转课堂教学不仅是高校课程网络化教学的产物，

还是推进线上、线下混合式课堂教学的有效手段之

一，与新时期高等教育专业教学国家质量标准实

施、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网络课程教学环境建设、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等方面密切相关。在“互联

网+”背景下, 教师要在课前导学、课中研学和课

后练学三个环节为翻转课堂教学的顺利开展提供

更多的便利。此外，翻转课堂上的教师不仅是知识

的提供者，更多的是辅导者的角色，需要着眼于学

生专业素质与能力的综合培养, 搭建更多情景化

的翻转实践教学模块, 让学生的学习更好地贴近

于情景语境，提高线上、线下教学效果，并积极营

造良好的学习共同体之氛围，助推翻转课堂教学

“落地生根”。 

五、结语 

由此可见，在“互联网+”背景下，借助上述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丰富了线上、线下的课程教学

资源，突出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协作性
[15]

，教

师也有更多的时间对学生进行针对性和个性化的

指导。通过课前“吸收”、课中“内化”和课后“强

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避免了传统课堂教学的

单调和枯燥，学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个性化选择学

习时间，自主安排学习节奏，积极主动参与线上、

线下的全程学习，提高了学习兴趣，加强了自主学

习的能力。本文以 SPOC《英语翻译理论与技巧》

为例，尝试课程中的一些翻转要素，借以翻转传统

课堂教学活动，激励学生主动建构知识，促进深度

学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

思辨能力
[16]

，以期为高校课程教学的改革提供新

的方法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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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POC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Taking SPOC “English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as an example 

GU Fe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ohu University, Chaohu 238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POC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emerges. This paper first summarizes the status quo of SPOC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research an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its popular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Furthermore, this paper, taking SPOC English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as an example, prob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POC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s from three links, including the online platform of leading students before class, the offline platform 

of study in class and the online platform of practice after class. Finall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SPOC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s provide a new way for the reform of course teaching 

and the space-time limi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is overcome.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is expected to 

be improv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learning community. 

Key Words: internet plus; SPOC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s; learning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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