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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转课堂”概述

“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的理念最早起源于美
国科罗拉多州的林地公园高中。2007年，该校的两名化学
教师利用录屏软件录制PPT演示文稿及讲解声音，并将
视频上传到网络，帮助缺席的学生补课。学生在家观看教

学视频，在课堂上完成作业，教师指导学生并解答学生的

疑问。2011年，美国人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创办了
可汗学院（Khan Academy），学院网站免费提供数学、物
理、化学等科目的教学视频和课后测验，吸引了大批教师

和学生参与，“翻转课堂”逐渐成为教育界关注的热点，加

拿大《环球邮报》将其评为2011年影响课堂教学的重大技
术变革。

传统的教学过程包括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两个阶

段。教师通过课堂讲解进行知识传授，学生通过课后练习

或实践实现知识内化。“翻转课堂”是将知识传授和知识

内化活动进行转换的新型教学模式。学生在课前查阅资

料、观看教学视频、与教师和同学在线交流、自主学习知

识；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面对面的交流、解答学生疑问、

组织小组活动、指导学生完成作业或测试等。“翻转课堂”

的教学模式实现了教师角色、学生角色、教学方式、教学

内容的创新，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

强化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

二、“翻转课堂”在基础会计教学中的设计

“翻转课堂”的核心思想是对传统教学活动中知识传

授和知识内化环节的翻转与颠覆。传统教学模式是“先教

后学”，教师在课堂传授知识，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翻转

课堂”的教学模式是“先学后教”，学生课下主动学习知

识，教师课上引导、启发学生思考，帮助学生解决疑题。

（一）“翻转课堂”应用于基础会计教学的思路和框架

“翻转课堂”模式比较适合实验类、实践类、应用类课

程。基础会计是财经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是学生专业知

识架构的基石。基础会计的实用性和操作性很强，通过课

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能够

熟练处理企业日常的经济业务、编制财务报表。基础会计

传统的教学方式受课时限制，教师在课堂上注重基础理

论和方法的讲解，实践教学学时有限。初学者缺乏对会计

实务工作的感性认识，很难理解抽象的会计理论和方法，

容易丧失学习兴趣，影响教学效果。

本文针对基础会计教学的特点，构建了“以任务为驱

动，以问题为核心”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基础会计的

教学目标是理解会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掌握账务处

理技能，培养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基础

会计的教学任务是掌握企业日常业务的账务处理，该任

务具体划分为设置账簿、填制凭证、审核凭证、登记账簿、

对账与结账、编制财务报表等课程单元。

“翻转课堂”包括课下学习和课堂学习两部分。教师

将基础会计教学的任务分解为子任务，制作课件、教学视

频等，将学习资源和任务发布在网络学习平台。学生根据

任务自行学习，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完成任务，教师对课

下学习进行跟进和引导。课堂学习由教师组织学生进行

小组讨论、小组汇报、讲评及答疑等活动。具体流程与内容

如图1所示。
（二）基础会计课下教学活动设计

1. 教师端。首先，教师根据基础会计教学的目标，将
任务细化为几个课程单元，对每个课程单元，提出具体的

教学任务，见表1。与传统的教学目标划分和执行不同，此
过程要针对学生自主学习的特点，以任务为核心，以问题

为导向，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

其次，教师根据细化的任务制作教学视频，发布学习

资料。教学视频可以选用网络公开课、精品课的优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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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也可以用屏幕录制软件录制微视频。成人注意力集

中的时间通常是15分钟，因此，教学视频时间控制在10 ~
15分钟为宜。每个视频围绕一个知识点，以微课的方式呈
现。为了提高学生自学的效果，在视频中可穿插提问环

节，对重点或难点问题设置思考题，引导学生对知识点进

行思考，要求学生回答后进入下一个环节的学习。在视频

学习结束后，教师布置实践任务，并在后续的课堂上答疑

和点评。

2. 学生端。学生根据教师布置的任务，在网络学习平
台观看教学视频，在学习过程中记录疑难问题，完成教师

布置的实践任务。在课下学习时，实行组长负责制，学生

可自由组合成学习小组，根据任务进行分工，由组长带领

组员学习，组内成员之间进行交流和讨论。这种学习方式

使得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也增强了团队协作能力和

人际交往能力。

3. 师生交互。教师制定教学任务并发布学习资料，学
生学习并完成任务的过程是相对独立的，师生之间的隔

阂需要通过交流互动弥补。学生在自学的过程中会遇到

疑难问题，这些问题可借助网络进行师生交流。教师可以

通过在线交流平台、QQ群、课程微博、邮件等方式与学生
交流，实时掌握学习动态。在课下交流的过程中，教师主

要通过引导，辅助学生自主解决问题，提供学习支撑资

料，加深学生对任务的理解。

（三）基础会计课堂教学活动设计

1. 教师端。在课堂上，教师需要组织小组讨论、小组
汇报及讲评、答疑等活动。首先，针对学生的问题，教师可

组织组内讨论、组间答疑活动，尽量由学生自行解决问

题。对学生不能解决的问题，教师在课堂上集中讲解或个

别辅导，分析原因，例如学生认知偏差或理解偏差、学习

和支撑材料不足，对这些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完善。其

次，教师组织小组汇报。每个小组选派代表汇报任务完成

情况，教师可以了解任务实施的过程，包括小组的领导、

分工及协作情况。再次，教师点评任务的完成情况。将任

务的完成情况与教学目标进行对比，开展小组自评、组间

互评、教师点评等活动，结合任务的完成情况，布置后续

的任务。

2. 学生端。学生要带着问题进课堂，在课堂上交流学
习的进展、提出问题、汇报任务的完成情况。学生在课下

要总结在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课堂上与教师、

同学进行交流。组长要汇报课下任务完成情况，学生要参

与小组讨论、小组评价活动。

3. 师生交互。课堂不再是“老师讲、学生听”的单项交
流，课堂上的师生交流涉及答疑、汇报和评价三个环节。

答疑包括组内总结问题、组间解答和教师解答。汇报是在

小组讨论后，由各小组选派代表总结汇报。评价包括小组

自评、组间互评和教师点评。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体现了

“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思想，活跃了课堂气氛，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热情。

基础会计课下教学活动及课堂教学活动设计如图2、
图3所示：

序号

1

2

3

4

5

6

课程单元

设置账簿

填制凭证

审核凭证

登记账簿

对账与结账

编制财务报表

具 体 任 务

设置总分类账、明细账、日记账，
登记期初余额

填制原始凭证；填制记账凭证

审核原始凭证；审核记账凭证

登记日记账、明细账、总分类账

对账、结账、试算平衡

编制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表 1 基础会计的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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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任务的基础会计“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图 2 课下教学活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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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任务的“翻转课堂”在基础会计教学中的应用

（一）提供网络教学资源和学习平台

“翻转课堂”的实施，必须借助网络教学资源和学习

平台。基础会计作为会计专业的核心基础课，国内的视频

学习网站会提供相关的视频资源，教师可以进行甄选。如

果不能满足教学需要，教师可利用PowerCam、Adobe pre⁃
senter、Articulate Presenter等基于PPT的快速课件制作工
具，“量身定制”教学视频。这类软件安装后会自动在PPT
界面上生成菜单，教师可在PPT上录制解说、添加动画、
发布练习等。

制作完成的教学视频要放在网络学习平台上，供学

生使用。目前高校使用的Blackboard、Moodle、Sakai等课程
管理平台均可开发基础会计网络学习平台。教师在网络

学习平台上传教学视频、发布学习材料，实时了解学生的

进展情况。学生在课下登录网络学习平台，在线学习、下

载教学资料、提交作业、与老师和同学进行交流等。

（二）整合教学内容

按照“翻转课堂”的理念，笔者对基础会计的教学内

容进行整合，打破传统的从会计理论到会计实务的章节

体系，按照企业实际业务流程将知识点进行分解，在讲解

知识点时既有理论教学，又有操作演示。在视频设计上，

尽量将复杂的理论简单化、将零散的内容具体化、将抽象

的概念生活化，结合教学任务，制作“学会建账”、“认识凭

证”、“辨别账簿”、“熟悉会计流程”、“读懂报表”等微视

频，学生通过观看视频，获得对会计记账程序、会计循环

的直观感受。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基础会计实务操作技能，手

工账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方式。会计电算化系统利用软件

屏蔽了一些会计程序，只能培养信息操作人员，不能培养

会计师。教师可模拟一个小型企业日常经济业务，将会计

业务流程分解为设置账簿、填制凭证、审核凭证、登记账

簿、对账与结账、编制财务报表等环节，每个环节布置具

体的任务，并提供必要的学习和实践资料，要求学生完成

实训练习。

（三）拓展教学方式

“翻转课堂”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再是

讲坛上的“圣人”，而是走下讲台，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教师作为学习的指导者，要综合运用教学课件、微视频、

网络平台、课程微博等方式开展教学活动。针对学生的掌

握情况，教师可以采用分组教学的方式，对掌握较好的小

组，进行答疑和引导，对掌握较差的小组，进行重点指导

和个别辅导。在会计实训环节，可以设置会计主管、出纳、

资金核算、存货核算、成本核算、收入和利润核算、财务报

表等会计岗位，学生可以一人一岗或多人一岗，通过分工

协作完成会计实训。

（四）优化考核方式

从以往基础会计教学的情况看，学生为了学分被动

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教师缺乏对学习过程的有效控制，

不少学生“搭便车”，学生提交的实训作业雷同较多，考核

效果不理想。

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下，考核包括课下学习、课

堂学习和会计实训等。课下学习的考核数据来自网络学

习平台的相关记录，包括学生在线学习的时间、练习完成

的情况、在线提问或发言的次数等。课堂学习数据来自教

师的课堂记录，包括学生上课提问、小组讨论和汇报的情

况。会计实训从规范性、完整性、准确性等方面进行考核。

（五）建立学习激励和监督机制

“翻转课堂”要求学生课下观看教学视频，完成练习，

达到教师上课传授一样的效果。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教师可在网络学习平台设置奖励徽章，学生在不同的

学习阶段可获得不同等级的奖励徽章，每周或每月评比

“学习之星”、“学习达人”。教师也可开展第二课堂活动，

组织学生开展点钞大赛、会计知识竞赛、珠算竞赛、会计

手工账竞赛等活动。

此外，教师应加强过程考核，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教师可调取网络平台的数据，了解学生视频学习、在线提

问、发言的情况。在课堂上，教师可设计小组讨论、小组发

言、提问、小测试等环节，促使学生课下学习，课上积极参

与课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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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课堂教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