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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基础会计》

课堂教学活动设计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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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会计的教学工作环境发生了颠覆

性的变化。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本文根据《基础会计》课程特点、高职院校学生特点，详细阐述了“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下“基础会计”课程“课堂下”和“课堂上”教学活动设计思路和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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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Basic Accounting”Teaching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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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technology including the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bile internet and cloud

computing, all the accounting teaching disruptive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work environment. Under this kind of background,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sic accounting courses and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troduces problems

deserving concerns in terms of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in-class”and“after-class”teaching activities of the course“Basic Ac-

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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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引入

（一）课程特点

《基础会计》课程是会计类专业的一门入门专

业基础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练掌握会

计循环体系，能够运用会计基础理论，核算基本会

计业务的技能。但在实际教学中面临诸多现实问

题：首先是实际授课课时有限。《基础会计》课程

大多开设在大一第一学期，由于新生入学晚，有些

学校还有新生军训，导致面授课时非常有限；其次

是课程理论性强。作为一个没有接触过会计知识的

学生，在课堂上很难把所有理论知识掌握到位，而

且该课程的学习结果将直接影响学生对后续其他专

业课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成绩。

（二）学生特点

现在我们课堂上接触的都是90后大学生，根据

有关调查发现，90后大学生大多个性张扬、乐于表

现，在课堂上思想活跃，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见

解，喜欢新颖的教学模式。通过近几年的教学来

看，现在的高职学生普遍自主学习能力比较弱。在

传统的基础会计课堂教学模式中，主要是以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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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生听为主，老师在课堂上成为主动者，学生

在课堂上是“静听者”，这种方式难以调动学生学

习会计知识的主动积极性，更难以解决90后学生差

异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三）环境特点

互联网+时代，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

互联网、云计算等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会计的教

学工作环境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使得学习不再局

限于课堂上，学习可以随时随地，科技的发展促使

教育方式正在慢慢发生改变。一些移动教学工具或

APP广泛地运用，促使我们教师要与时俱进，跟上

时代潮流。

（四）“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引入

据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
年）》指出，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要以教育理念创新

为先导，以优质教育资源和信息化学习环境建设为

基础，以学习方式和教育模式创新为核心。综合上

述基础会计课程的特点，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

再满足基础会计课程信息化教学的需要，因此需引

入“翻转课堂”教学创新模式。翻转课堂 （The
Flipped Class-room）又称“反转课堂”或“颠倒教

室”，是对学习过程的重新构建，是“现代教育信

息化”的体现，是网络技术和教育技术共同发展的

产物，它改变了我们的传统教学模式，是当今教育

发展的一个方向。翻转课堂主要有以下特征：第

一，教师和学生角色的转换。教师由原来单纯的知

识传授者变为学生课堂上的问题解答者和课堂下的

知识引导者，学生由原来的被动学习者变为主动学

习的探究者。第二，课堂教学活动组织的变化。课

堂教学活动由原来的“课堂上”教学活动变为“课

堂下”教学活动和“课堂上”教学活动。由“先教

后学”转变为“先学后教”。

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基础会
计》课堂教学活动设计

“翻转课堂”模式下《基础会计》课堂教学活

动设计分为“课堂下的教学活动设计”和“课堂上

的教学活动设计”。

《基础会计》课堂下的教学活动设计是先由教

师提前发布视频资料及其他学习资料，学生在网络

学习平台上观看或下载教学视频及其他学习资料自

主学习知识要点。然后学生在视频学习的基础上，

完成教师提前布置的每一知识点的针对性练习和思

考题。最后，学生根据教师提供的学习视频资料以

及其他辅助教学资料，填写个人“学习反馈记录

单”，并在学习过程中记录自己遇到的难点及疑点。

《基础会计》课堂上的教学活动设计则由教师

通过设计教学活动，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作为引导

者，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完成。在

“课堂上”，教师首先根据“学习反馈记录单”先集

中回答学生提出的共性问题，利用现场课堂教学帮

助学生解决共性疑难问题。然后根据学生个人提出

的个性问题，先可以通过互问互答的方式，让更多

的学生参与进来，一起讨论并解决，再让教师给予

总结点评。根据教师课堂下布置针对性习题，采用

抢答的方式调动学生课堂的积极性，激发他们思考

的乐趣。课堂小测试可以围绕本知识点的内容，通

过课堂提问或小测试的方式进一步了解学生对知识

的掌握程度。思考题是根据提前布置好的问题，采

用抢答的方式调动学生课堂的积极性，激发他们思

考的乐趣。最后由教师总结点评。针对学生不同的

掌握程度，教师可以进行分组教学，甚至是个别辅

导。完成“课堂下”的教学活动之后，教师要建立

每位学生的“学习档案”记录。

三、“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基础会
计》课堂教学活动实施

（一）“课堂下”教学活动实施

1. 教师活动

教师活动分为制作PPT和教学视频、设计本知

识点的学习指南、设计学习反馈记录单、布置针对

表1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基础会计”课堂教学活
动设计

《基础会计》
课堂下的教

学活动

《基础会计》
课堂上的教

学活动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1.制作PPT和教学视频
2.设计本知识点的学习指南
3.设计学习反馈记录单
4.布置针对性习题和思考题

1.阅读学习指南
2.下载并观看视频课件资源
3.独立或小组协作完成针对性习
题和思考题

4.诚实填写学习反馈记录单

1.解决共性和个性问题
2.校对针对性习题
3.探讨思考题
4.课堂小测试
5.教师归纳总结，布置任务
6.完成“学习档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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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习题和思考题。

（1）制作PPT和教学视频

教师查找教学知识点相关教学资料，教学视

频，学科前沿知识，根据高职学生的特点与个性化

需求，以及高职学生职业素养的需要，制作每一个

知识点的PPT课件，并借助于录屏软件边讲边录下

来，最终上传到微信、QQ网络学习平台，供学生

观看学习。

（2）设计本知识点的学习指南

学习指南中包括本知识点的学习目的、学习要

求，学习重难点。学习指南可以方便学生在看视频

前提前知道本知识点的重难点和学习方法。

（3）设计学习反馈记录单

学习反馈记录单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

生可以由选项选择的，可以总体上了解学生学习的

情况。第二部分是没有选项的，学生可以根据学习

过程中，学习完相关视频及有关教学辅助资料后，

遇到的各种问题把它记录下来，反馈给教师。

（4）布置针对性习题和思考题

针对性习题是可以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用于检验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思考题可以锻

炼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一般设置 3～4题，

难易程度不一，有些可以从教材中找到答案，有些

必须是听教师的视频讲课以后才能找到，而有些必

须是通过百度查找资料后找到相应答案。

2. 学生活动

根据每个班级的具体情况，一般在实施翻转课

堂中，班级同学会分成若干小组。以 4人一小组，

小组成员要求分布在不同的寝室，有男生和女生，

有性格内向的和性格外向的。小组工作的顺利开展

给实施翻转课堂教学带来极大的便利，同时也可以

利用小组互助、协作、讨论共同解决问题。所以，

学生活动的设计主要由学生独立制订学习指南，独

立观看PPT和教学视频，独立填写反馈记录单，以

小组形式汇总问题来完成。

（1）阅读学习指南

根据教师设计的学习指南，学生在开展自主学

习前首先必须学习指南上教授知识点的内容、重难

点，学习方法和学习要求。学习指南的学习要求每

位学生必须独立完成。

（2）下载并观看视频课件资源

学生在完成学习指南的学习之后，就可以下载

教师预先上传的教学PPT、教学视频、各种教学资

料。学生可以下载也可以在线观看学习，学生可以

独立观看视频资料也可以小组一起观看学习，边看

边思考、边记录。视频可以重复观看。

（3）独立或小组协作完成针对性习题和思考题

学生在学习完视频资料后，要求完成教师布置

的针对性习题和相应的思考题。可以是学生独立完

成，也可以小组共同讨论完成。

（4）诚实填写学习反馈记录单

学生在学习完成上述步骤后，每位同学应独立

填写一份教师事先设计的学习反馈记录单。学习反

馈记录单要求学生认真、仔细、诚实地填写。

（二）“课堂上”教学活动实施

“课堂上的教学”则由教师通过设计教学活

动，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作为引导者，教师与学

生、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完成。

1. 解决共性和个性问题

在“课堂上”，教师首先根据“学习反馈记录

单”先集中回答学生提出的共性问题，利用现场课

堂教学帮助学生解决共性疑难问题。教师要善于总

结归纳共性问题，并利用学生的性格特点以及心理

因素，鼓励并引导学生积极抢答，完成师生共同解

决问题。学生个人或小组提出的个性问题，可以通

过小组之间互问互答的形式，让更多的小组学生参

与进来，一起讨论并解决，最后由教师给予总结点

评。解决共性、个性问题，采取小组“抢答”和

“互问互答”形式可以更好的调动学生学习知识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锻炼学生在课堂上的主观性，同

时又可以呈现各组同学对知识点的理解、把握程

度，形成浓郁的课堂气氛。

2. 校对针对性习题

根据教师课堂下事先布置的针对性习题，采用

“抢答”的方式调动学生课堂上的积极性，激发他

们参与课堂的乐趣。可以个人回答或小组一起抢答

完成。最后由教师总结点评。

3. 探讨思考题

思考题是根据教师提前布置好的问题，采用

“抢答”的方式调动学生课堂的积极性，激发他们

思考的乐趣。可以个人回答或小组一起抢答完成。

最后由教师总结点评。解决思考题教师要善于发现

每位同学的独到之处，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精

彩的课堂可以展现每位学生思考问题的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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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堂小测试

课堂小测试可以围绕本知识点的内容，通过课

堂提问或小测试的方式进一步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

握程度。同时也可以有效监督和检验学生在课下的

完成情况。

5. 教师归纳总结，布置任务

教师根据课堂上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做好

充分的总结工作。并针对学生的个性，可以分别布

置不同的任务给个人或个别小组，也可以布置共同

的作业。

6. 完成“学习档案”

“学习档案”是根据每个学生在课堂下的学习成

果，以及在课堂上的各种各样表现，把他们的学习

过程记录下来，并建档的过程。学习档案主要由以

下几部分组成，学习反馈记录单的反馈，针对性习

题的完成情况，思考题的完成情况，课堂小测验成

绩，课堂表现情况，主动提出的问题情况等等。学

习档案是实施翻转课堂的有效保障，学生可以翻看

自己的学习档案熟悉自己对每一个知识点的掌握程

度，教师可以通过学习档案了解学生对每一个知识

点的学习情况以及对后续知识点的跟踪反馈情况。

四、“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基础会
计》课堂教学活动实施的建议

（一）制定完善的学生个性化跟踪与反馈机制

通过每个知识点完成后学生填写的反馈记录

单，可以综合了解班级、每个小组、甚至每个同学

的学习情况，但学生在课后是否有按照教师的需要

认真学习视频资料，诚实完成学习反馈记录单的填

写，以及相应的思考题的完成，这需要一套完善的

个性化跟踪与反馈机制。目前这个机制的监督还是

存在着一定问题，在项目实施中，虽然多次提醒学

生一定要认真反馈，但这个监控还是很难操作。在

课堂上的小测验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

题，但还是很难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在翻转

课堂教学中，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必须制定完善的

个性化跟踪与反馈机制。

（二）录制高质量的视频课件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主要用的是录屏软件。教

师根据制作好的PPT课件，利用麦克风，打开录屏

软件，进行录屏操作。这种方式可以提前让学生学

习知识点的相关内容，但是视频资料不够形象、不

够生动，容易导致学生的厌烦情绪。现在学生大多

追求视频美观度，追求动画感，而这些是会计专业

老师比较欠缺的。因此，在翻转课堂教学中，录制

高质量的视频是很关键的，具有质感的动画或视觉

效果更能吸引学生的兴趣，从而引起他对专业知识

学习的深层次渴望，这样翻转的效果就会更好。

（三）搭建有效的网络平台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目前主要借助的网络平台

是QQ群和微信群，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加入基础会

计翻转课堂QQ群和微信群。教师可以借助平台把

相关教学资料上传，学生可以借助平台下载相关资

料。当然，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

向教师、其他同学提出问题，共同讨论问题。但是

这个平台的实施，很难去逐一记录学生的总体学习

情况，学习时间，学习记录的反馈。目前，有很多

的信息化教学工具可以应用，譬如超星学习通或蓝

墨云班课等，在翻转课堂的教学中，合理的网络平

台的界入，对提升课堂教学效果质量是非常有

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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