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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教育工作者也开始对现有的教学模式进行反思。一般课堂中,教师大多采用讲授理

论结合实例操作的传统教授模式。这一教学模式本质上仍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为辅。这种教师传授自

己的知识点,学生被动摄取知识的方法很容易就会造成学习机械化。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慢慢开始对这

种传统传授模式产生疑虑。随着新兴多媒体的发展,为教育提供了很多技术上的便利。很多一线教育工

作者开始寻求混合教学方法得使用,为了课堂质量得提高,也为了学生学习效率的提高。本文以高职师范

生身份为切入点,结合实际教学例子展开对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使用的讲解,来阐述翻转课堂对培育学

生职业身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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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的来由与实践翻转课堂这

一名词频繁出现在 近几年的教育词条

中,教育工作者谈及此概念,必定更多与

“传统课堂”相比对。翻转课堂这一概

念 早是由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在经济

学的课堂上提出并应用；后来经由科罗

里达州的化学老师因自己一名学生缺席

课堂,结合课堂影像、课件视频以及笔记

让学生在家自行学习,而发扬开来。翻转

课堂这一教学模式在国外引起了许多先

进教育家的关注,并且已经有不少的学

校引进了此教育模式进行实验。例如经

过了对比实践研究后,巴基斯坦学者在

《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的实验研究》一

文中指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已经成为

巴基斯坦教学法体系里重要且不能分割

的部分。另外,国内也有众多本科和高职

院校的一线教师也在尝试使用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同时,给予充分的肯定。 

1 影响高职学生钢琴学习的三

大因素 

高职师范院校的学前教育系学生在

短短的三年的学习中,要学习数十门专

业课程。钢琴作为音乐艺术类三大门之

一,除了给学生提供相应的专业知识技

能外,对于如何帮助学生成为一名合格

的教师也占了很重要的一环。 

1.1高职院校教育教学目标功利化 

高校与高职院校的差别在于“职”

这一字眼。正因为“职”这一字,区分开

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的目标和方向。来

自国家教育部一文《从“层次”到“类

型”职业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强调“十三五”规划里始终坚持把职业

教育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摆在了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高职院校

培养学生的目标就是为了培育优秀的幼

儿园工作者,激励学生把这个当成三年

专科学习的 终目标。当前高职院校招

生时就以国考作为噱头,吸引当年应届

毕业生报考学校。在教学任务布置时,

也强调国考的通过率。这种应试教育模

式的设定,为的是确保学生能够在有限

的课时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同时,为了

确保学生毕业的就业率,教师只能把教

学的重心放在专业知识的灌输上。因此,

教研组在钢琴课程的教学中,只会根据

国考所需的内容制定相应的灌输目标,

而一线教师只会根据钢琴课堂教学大纲

的要求,对相应教学内容进行传达。 

1.2高职师范学生钢琴学习基础

低下 

一般高职院校学前教育系的收生都

是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的学生,只有极少

一部分是从当时的艺考生招收上来。因

此,大多数学生的钢琴基础较差,甚至很

多都是零基础入学。有一些虽受过一些

音乐教育,但从钢琴专业学习的角度看,

这些学生接受的教育都不够系统。另外,

较于本科生而言,大部分专科学生的学

习能力都相对低下,理解能力也需要提

升。因此在课程三维目标的设置里,只能

把重点投放理论知识的记忆和技能知识

的模仿学习。这样根据学生的钢琴基础

与学习需求开展教学活动,达到的教学

目标都是为只能重点着力于知识传授与

接受层面。 

1.3高职师范钢琴教学模式的单一 

当前高职院校钢琴教学主要以讲授

教学钢琴理论知识为主,同时辅之钢琴

弹奏的实践教学,来帮助学生掌握幼儿

歌曲弹奏技能。在他们的角度,对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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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学生觉得仅是在应付教师布置的

任务。大部分学生,他们只会觉得只需要

弹对教师安排的内容即可。在这种情况

下,高职学生对钢琴学习被动摄入,并且

不能准确把握钢琴学习内容的重难点,

接受知识循环往复,造成学习压力的积

压。学习压力的增大,又会更进一步产生

钢琴课程中学习的厌恶和懈怠问题。如

此恶性循环下来,学生对于钢琴学习始

终都没能进入系统化知识整合,更别谈

如何将所学的知识进行输出。 

2 翻转课堂帮助师范生身份转

换的方式 

学生在学校阶段,更多是着眼于自

己的学生身份。而学生身份很多时候带

给他们是被动学习,知识吸取不输出。但

要成为一名教师需要更加大的内驱力推

动学习,需要对未来的职业有一定的认

识,以及能够对所学知识进行对下一级

学生的输出。学生对自身学生身份的转

换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

也可以简单理解为自己对新身份的习惯

程度。结合翻转课堂在钢琴教学的融入,

将如何培育学生职业身份意识分成三方

面进行阐述。 

2.1探讨学习培养学生思考习惯 

翻转课堂 初的方法便是在课前便

已经把学习内容发放给学生。学生自行

通过查看电子课件和观看微课进行课程

学习。教师通过线上学习群给学生对每

一节课都提出相应的问题,鼓励学生对

所学知识先行自我思考。在课堂上,教师

对该班学生分成不同小组,增加小组讨

论的时长,鼓励学生共同合作解决技术

问题。在学生经历了自主学习的阶段后,

教师再针对不同小组实际学习情况进行

缺漏点讲授。在此阶段,学生作为学习的

主体需要运用所学知识来为自己解答大

部分问题,教师仅作为一个辅助讲解的

角色。 

2.2激励模式帮助知识持续输出 

在实验课堂里,把翻转课堂贯彻落

实到底的活动：把学生抬上讲台,由学生

来给自己的同学讲解预习课件里要求掌

握的知识点。在教学过程中,一线教师发

现,很多成绩优秀的同学往往只能完成

教师布置的弹奏任务。一旦让他们去教

导其他同学,他们就不知道如何将自己

掌握的内容转述给他人。利用该项目,

能够给高职师范生更多机会去表达他们

自己。通过给其他同学讲解和答疑的机

会,把自己所学的知识通过自己的语言

以及方式讲出来,让他们提前体会教师

所需的技能。在《掌控习惯》一书中提

到：“一种行为重复的次数越多,与之相

关的身份就越是得以强化。” 

2.3专注体系淡化短期学习压力 

在前文提到,学生的压力来源于自

身的零基础加上繁重学习压力。很多学

生在课堂上往往忧心每一次小测或者考

试的分数,他们对分数的着重超过了对

学习本身的注重。循环往复,学生对于钢

琴学习非常被动。翻转课堂教学方法的

融入,为高职钢琴课堂提供了多种评价

学生学习情况的方式和方向。除了传统

的考核测评方式,还可辅之以知识点汇

报。学生对已学知识点的汇报,提供更多

机会给他们反思自己所缺所漏。不止可

以让学生对知识点掌握更加牢固,更重

要是可以给学生独立思考如何学习钢琴,

形成自己独特学习钢琴的体系。 

3 结语 

作为一名高职钢琴教师,需要在教

学中深挖我们的终极目标：把高职师范

生培养成为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翻转

课堂教学方法的出现,让教师重新思考

在教学里教师对于学生的作用。翻转课

堂的模式能够从教学阶段激发学生独立

思考能力,用不同的评测方式去让学生

习惯将自己所学知识进行输出； 后形

成习惯把自己职业身份牢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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