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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由来

2000 年， 美国迈阿密大学牛津分校的 Maureen
J. Lage、Glenn J. Platt 与 印 地 安 纳 州 礼 来 公 司 的

Michael Treglia 共同提出“翻转课堂”（最初译为 The
Inverted Classroom，后多译为 The Flipped Classroom）
的概念。 作为多媒体技术环境下的一种新型教学策

略，“翻转课堂” 最初源于对经济学课程教学两方面

的反思， 即如何弥补课程教学时间不足与如何满足

不同类型学习者[1]。 2011 年，可汗学院创始人Salman
Khan 在 TED 演讲中的推介，使“翻转 课堂”逐渐成

为全球教育 界理论研究 与实践探 索共 同 关 注 的 热

点。 一方面，它引发了全球教育实践者的争相尝试与

世界多国的强力推进，并被加拿大的《环球邮报》评

为当年影响课堂教学的重大技术变革；另一方面，国

内外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呈井喷式

的涌现，各国学者从不同维度展开了深入分析。
其中， 美国作为翻转课堂概念的发源地与高水

平研究成果的主产地， 其相关研究在引发全球关注

的同时，也给予我国研究诸多启示。 譬如，何朝阳等

人分析了迈阿密大学与中田纳西州立大学的翻转课

堂教学过程， 试图为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课堂教学借

鉴经验 [2]；杨斌等人对美国 IPSP 课程混合式翻转课

堂的课程目标、学习要求、课程计划、教学模式及实

施后的学习效果进行研究， 并解析了有效实施翻转

课堂的影响因素[3]；齐军则重点探讨了美国翻转课堂

课前与课上的具体模块设计， 并指出我国翻转课堂

教学应注重促进信息技术深度介入课堂教学、 提高

网络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意识以及创建基于问题

解决的讨论式课堂[4]；王聪、张凤娟在回顾美国翻转课

堂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重点强调其面临的现实问题[5]。
纵观国内已有研究成果，从内容上看，以美国的

经验介绍居多，比较分析中美研究异同的较少；就方

法而言，以主观的内容解读为主，运用科学计量工具

客观分析的不多。鉴于此，本文尝试以当前学界较为

认可的科学计量软件 CiteSpace 作为研究工具，从比

较的视角对中美研究文献的题录数据进行可视化分

析，力求客观呈现中美翻转课堂领域研究的异同，以

期为国内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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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从比较视角分析中美翻转课堂领域的核心文献（文献分别来自于 CSSCI 与

WOS 核心合集数据库），能够客观呈现两国研究的异同。 研究发现，中美翻转课堂研究的知识基础较为相似，研

究热点有部分重叠，有所区别的是：国内文献增速较快但并不稳定，且学科分布集中，美国文献逐年递增并相对

稳定，学科分布广泛；国内研究受教育政策制度的影响更大，美国研究在学者合作程度与对相关领域关注度方面

占优；国内研究仍停留于教育学学科内部的探讨，而美国研究已在化学教育、工程教育以及医学教育等领域广泛

开展。 对比的结果对国内研究的启示在于：应努力从简单模仿走向西体中用，从政策依赖走向建言献策，从模式

构建走向问题解决，从学科探究走向领域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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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ge 等 于 2000 年 发 表 的 Inverting the Classro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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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热点术语

（部分）
突现

频次
热点术语（部分）

突现

频次

2012
翻转课堂

教学模型

颠倒课堂

234
9
5

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
教育(education)
主动学习(active learning)
混合式学习(blended learning)
教学设计(instructional design)
参与(engagement)

40
19
18
10
6
5

2013

教学模式

教学设计

微课程
游戏化学习

实证研究
高校课堂

51
19
13
6
5
4

学生(student)
医学教育(medical education)
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 based learning)
慕课(MOOC)
翻转学习(flipped learning)

12
7
5
5
4

2014

MOOC
高等教育

大学英语教学
网络学习空间

交互式教学
实验研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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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理论模式中均有普适性，那便产生一个问题，即

如此之多的理论模式中哪个最具普适性？ 如果存在

某个最具普适性的理论模式， 那其他构建理论模式

的学者岂不等于白费力气？ 诚然，我们不能以如此简

单的逻辑就否定上述理论模式的创新意义， 但过多

理论模式的推出，也确实值得反思。
其实， 与其说国内翻转课堂研究更喜于构建理

论模式， 不如说目前不少学者多停留于理论探讨而

非深入教学一线去进行问题解决式研究。 事实上，翻

转课堂本身便是从美国引进的一种理论模式， 它萌

发于实践困境，深化于实践探索，完善于实践推广。
离开教学实践，翻转课堂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因而，翻转课堂研究亦应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即

便是本土化进程中需要基于这一“舶来模式”进行理

论重构， 也仅需少数学界翘楚根据国内教育实情，构

建一个具有普适性与认可度高的“中国式翻转课堂”。
综观国内现有研究，这个任务似乎已经完成。 在

本研究所涉及的国内文献中， 国内最早由张金磊等

人发表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在中国知网中被

引次数已超过 2000 次，该文不仅在影响力上位居国

内翻转课堂研究文献的首位， 而且其构建的具有普

适性的翻转 课堂教学模 型， 也得到学 界 的 大 致 认

同 [35]。 在此基础上，其他同类研究中构建的类似理论

模式， 倘若不能在本质上对该模式进行较大修正或

局部超越，那就失去了应有的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
与其进行这种没有较大价值的理论思辨， 聚焦于解

决实践问题的翻转课堂模式应用研究， 显然更值得

鼓励与倡导。 因此，我们认为，从思辨式的模式构建

走向应用型的问题解决， 理应成为国内翻转课堂研

究应然取向之一。
（四）从学科探究走向领域共享：促进翻转课堂

的迁移式应用

从前文中研究文献的学科分布对比与热点对比

分析中可以看出， 中美翻转课堂研究的另一显著差

异在于：美国研究已在化学教育、工程教育以及医学

教育等领域广泛开展， 而国内研究仍停留于教育学

学科内部的探讨。 究其原因，一方面，美国翻转课堂

研究时间更长，相对更成熟，因而相关成果能得以推

广运用；另一方面，美国化学、工程以及医学等领域

的教育教学更适宜应用翻转课堂模式。 由此，我们不

禁追问，国内是否有哪些学科、抑或是哪些领域的教

育教学同样适宜应用翻转课堂模式？ 这不仅是一个

关涉翻转课堂价值提升的应然问题， 也是一个触及

翻转课堂迁移应用的实然课题。

显然，迁移应用不等于简单套用，而是针对其他

领域特点的一种合理尝试， 其关键在于以恰切的方

式进行渐进式推动。 如果合理的借鉴性研究可以视

作一种创新， 那么恰切的迁移式应用便是别样的突

破。 大量事实反复证明，国外先进理念与模式的引入

往往离不开类似的合理借鉴与恰切迁移。 特别是在

翻转课堂研究多聚焦于学科内部的当下， 以循序渐

进的方式向其他领域的恰切迁移显得更有必要。 那

么，具体向哪些领域迁移？ 与制度规限严格的中小学

教育相比， 目前相对自由自主的职业教育与社会教

育或许更适宜践行翻转课堂模式。 未来国内翻转课

堂研究可多尝试将学科探究的相关成果逐步应用至

适宜性的职业教育或社会教育的教育教学工作中，
使得这些领域的教学效果得以进一步改善， 进而实

现成果共享，从小的教育学科走向大的教育领域。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仍存在以下几方面

不足：第一，文献数量较少。 由于文献刊载时间限制，
本文仅能基于 CSSCI 与 WOS 收录的 2012-2015 年

数据，未能展现美国研究全貌；第二，文献类型有限。
受限于 CiteSpace 软件要求，仅能针对包含全记录信

息的文献进行分析，无法分析专著、学术论文、报纸

等类型的文献；第三，软件自身局限。 我们所选取的

CiteSpace 软件作为一种新型科学计量软件，诸多功

能并未达至最优，其版本也仍在不断更新中。 期待后

续研究能够弥补以上不足， 以更加深入全面地呈现

中美乃至全球翻转课堂领域研究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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