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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教学在新能源领域的改革探索 

崔小华1，王志伟2 

1.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山东曲阜； 

2.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济宁 

摘要：课程的教学探索在翻转式课堂和过程式考核上取得一定的成果，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

的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对毕业设计的文献检索、论文撰写、PPT制作、答辩等进行训练

，为下学期毕业设计的开展打下了基础。本课程教学改革过程仍存在不足，如部分学生参与的积

极性不够、极少数学生照本宣科，没有深入研究，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发展，未来课程页可以开设为线上模式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等。本课程的教学

探索为其他专业课的教学方法改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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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exploration of the course has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 in the flipped classroom and process 

assessment, which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knowledge, ability and quality.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trained Document retrieval, thesis writing, PPT production, defense, etc. of the graduation design,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aduation design in the next semester. There are still shortcomings 

in the teaching reform process of this course, such as some students' lack of enthusiasm for participation, a very 

small number of students' lack of in-depth research, which are the problems that we need to solve in the next step.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future course pages can be offered in online or mixe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odes. The teaching exploration of this course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form of 

teaching methods in other profession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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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是教育部特设的材料

类专业，也是按照新工科教育理念设立的新工科专

业。工程认证教育理念的核心是“学生中心(Student 

Centering，SC)、成果导向(Outcomes-Based Education，

OBE)、持续改进(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CQI)”的原则。以学生为中心是将学生作为专业和

教学工作的出发点和终结点，教师在教学和培养中

要始终贯彻学生中心的原则，教学设计、教学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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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评价、教学管理等都必须以学生为中心进行设

计与规划;工程教育认证的根本目的是提升教育产

出的成果，也就是学生学到什么，这就是 OBE，而

非教师教了什么，教师除了知道“为什么教、教什么、

怎么教”以外，还要通过教学设计帮助学生达到预期

的学习成果，了解学生学得怎么样;持续改进是工程

教育认证制度本身的一大特点，也是提高办学水平

的必然要求，在课程建设过程中，需要科学地分析，

查找不足，寻求改进方法，不断总结升华，持续提

升课程教学效果。工程认证教育理念是当前教育改

革的基础。《燃料电池基础》是我校新能源材料与

器件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开设在大四上学期，

本专业的学生在前三年的学业中已经系统地学习

了材料、物理和化学的相关知识，如《材料科学基

础》《材料物理》《电化学》等课程，也进行了相

关的材料性能测试与分析、文献检索等训练，具备

了学习本课程的基础。同时，学生面临就业和升学

压力，对选修课程的关注度有限，若采用传统的教

师面授的教学方法，绝大多数学生并不会认真学习，

缺课、课上开小差、考前突击过关的现象不可避免，

教学效果堪忧。 

2 翻转式课堂教学方法的探索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采用翻转式课堂教

学模式，变传统的教师讲授学生听讲为学生讲授、

教师组织引导学习的模式;变传统的一卷终结为过

程式考核方式，综合考虑每个学生各个教学环节的

效果，客观给出课程分数。这一教学过程又分为课

程前的学生分组准备环节、课程中的讲授讨论环节

和课程后的分析总结环节，这三个环节环环相扣，

缺一不可，是本课程保证教学质量的基础，各环节

的具体内容如下: 

2.1 课程前准备环节 

为了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教学目的和教学要

求，教师在开课前三周提前向学生下发课程大纲、

课程问题集和课程要求等相关文件，并下发空白学

生分组表，本课程根据课程内容会分成质子膜燃料

电池(PEMFC)组、直接甲醇燃料电池(DMFC)组、固

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组、碱性燃料电池(AFC)

组、磷酸盐燃料电池(PAFC)组和熔融碳酸盐燃料电

池(MCFC)组，任课教师按照班级学生人数、各种燃

料电池的研究热点情况、论文易收集情况等规定各

组的学生数和具体的讲授时间及时长，PEMFC 和

SOFC 是第三代燃料电池，也是最有应用前景的燃

料电池，这两组的学生数一般为 7～8 人，其他四组

的学生数则为 4～6 人。学生可以根据兴趣爱好、未

来的研究方向或就业方向分组，研究的题目也是学

生自己确定，但授课教师会进行检查，对题目不当、

内容重复的及时反馈，以便学生调整。题目确定后，

学生要根据自己的研究题目有目的的开展文献调

研工作，在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制作好讲授 PPT，做

好授课的相关准备工作。以上工作要求学生在开课

前完成，以保证课程顺利开展。开课前要建立班级

授课群，学生在准备过程中遇到问题时教师要及时

提供帮助。 

2.2 课程中的讲授讨论环节 

对于如何进行翻转式教学，很多同行进行了许

多有益的探索，如于淼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

进行的实践[1]，黄河、郜原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线

上翻转式课堂的探索[2,3]，李天利将传统教学方法与

翻转式课堂有机结合，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进行实

践[4]，以上探索均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值得我

们学习和借鉴，但燃料电池基础课程是一门专业选

修课程，有其自身特点，这门课程开设在第七学期，

学生已经掌握了电化学、材料物理等相关的理论知

识，学生完全运用所学知识查找资料进行研究学习，

掌握各类燃料电池的结构、原理、关键材料、制备

方法等相关知识，通过讨论得出其优缺点及未来的

研究方向和关键问题，在整体层面对燃料电池有一

个系统认识。结合课程的特点，采用完全翻转式课

堂教学模式，即完全由学生担任主讲的角色，每位

学生按照自己设定的题目在课堂上向其他同学讲

授，时间在二十分钟左右，讲授以 PPT 形式进行，

讲授结束后主讲者与同学们就相关问题讨论，时间

控制在十分钟以内，最后，教师就整体逻辑框架、

知识要点、语言论述、PPT 格式等进行点评，指出

错误或需改进的方面。可以看出，每个学生都是授

课的主体，承担讲授的任务，同时，他们也是受体，

学习知识，提高能力与素质，这与传统的翻转式课

堂有区别，传统的翻转式课堂，教师仍然是主体，

要承担起讲授知识难点和串联知识的责任，学生提

前学习教师提前布置的资料，教师仍然起到答疑解

惑的作用。而完全式翻转课堂则是学生通过讨论辩

论来掌握知识难点，教师只起引导作用。这样做能

够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提高学习效果。 

2.3 课程后的分析总结环节 

课程的分析总结是提高教学效果的需求，也是



第 2 卷 第 1 期                                                                                           Volume 2, Issue 1 

2024 年 3 月                                                                                                   Mar, 2024 

• 20 •                                                                                     https://cn.sgsci.org/ 

持续改进教学理念的体现，做好分析总结工作也是

专业建设的要求。教师要与学生积极交流，采用面

对面谈心的方式或通过学生喜爱的方式进行网络

聊天，了解学生动态，及时解决学生的问题。课程

结束后，要对课程大纲中规定的各个教学目标进行

达成度分析，分析出现问题及其原因，找出切实可

行的解决办法，总结经验与教训，在下一学年的教

学过程中加以实施改进，提高教学质量，这一过程

每轮均要认真进行，才能逐步提高本课程的教学质

量。 

3 过程考核方式探索 

传统的考核模式大多数采用一卷终结式的闭

卷考核形式，重视对学生机械性记忆的鼓励，忽略

了对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这种考核形式学生

只需考前突击就能轻松过关，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培

养不利，考核的评定也严格按照标准答案进行，不

利于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发展。这种一

卷终结式的考核模式不能满足本课程需要，也与新

工科建设的教育理念不符。过程式考核模式重视对

学生课程全过程的考查，注重过程性评价，激发学

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创新性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研究

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等，对学生素质与能力的培养

有益，同时也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是以学

生为本教育理念的体现[5–7]。过程式考核要有简单易

于操作的特点，同时，要鼓励学生的个性化，不设

标准答案，可以千人千面，最后，还要易于控制与

评价，定量反映课程教学质量。按照过程式考核的

要求，本课程设计的考核点包含讲授、讨论、随堂

测验和论文，具体要求如下: 

3.1 讲授 

我校的本科生毕业设计答辩要求必须以PPT形

式进行，为了提高学生阐述问题和制作精美 PPT 的

能力，要求本课程的讲授必须以自制 PPT 的形式进

行，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但对 PPT 的模板不做统一

要求，同学们可以充分发挥个性，制作有鲜明个人

特色的 PPT。这一部分教师要关注学生讲授时语言

的应用，逻辑结构是否合适，知识应用是否正确，

结论与证据是否匹配，PPT 的制作是否精美，字体

字号是否恰当，色彩搭配是否合理，图片、表格等

的使用是否能够充分证明所阐述的问题等，给予合

适的分数，发现问题要及时指出，课后给以必要的

指导。讲授过程也是对学生制作精美 PPT 能力的训

练，借助 PPT 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是职场最常见的

沟通方式之一，而制作精美的PPT更易于激起共鸣，

制作精美PPT的能力也是学生未来步入职场所必备

的能力，通过本环节训练，可以帮助学生掌握制作

PPT 的技能，对色彩、对比度、字体字号、图表、

动画、视频等能够熟练加以应用，也为学生做好毕

业设计答辩的准备。 

3.2 讨论 

讨论是保障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教师要从全

局加以掌控，重点关注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理

论应用的准确性和讨论的方向性，要鼓励全体同学

积极参与，对于参与度不高的同学及时加以引导，

可以预备一些简单的问题，回答正确后要及时加以

表扬，提高其参与讨论的兴趣。讲授环节和讨论环

节都能对学生的表达能力加以训练，表达能力对学

生未来就业或再深造都极为重要，通过这两个环节

的训练，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组织表达

能力，通过正确地向他人阐述自己的观点也能提高

学生的自信心，使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思想，但这

两个环节训练的侧重点略不同，讲授环节注重如何

有逻辑性地陈述自己的观点，而讨论环节则是注重

辩论方法的训练，通过互相讨论，如何组织语言，

使对方更易于接受自己的观点已达成共识，存在分

歧时如何搁置分歧达成共识也是学生未来职场生

活需要掌握的能力。 

3.3 随堂测验 

随堂测验可以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随

堂测验环节设计了两类题型，第一类是简答题，重

点考察学生对各类燃料电池的基本原理、结构、关

键材料及优缺点等理论的掌握情况;第二类是阐述

题，属于开放性问题，学生可以根据课上的学习，

结合查阅的文献给出各自的回答，例如:PEMFC 与

DMFC 的异同点，SOFC 未来的研究方向，等等。

开放性问题考察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这是书本上

没有答案的问题，只有认真学习本课程的学生才能

给出自己的观点。为了更客观地反映学生真实的学

习状态，随堂测验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考前统一

上交通信工具。通过对试卷的分析发现，得分率基

本在 75%～95%之间，且没有雷同卷，能够真实反

映学习的效果。 

3.4 论文 

每位学生在课程结束后一周内都要上交一篇

与自己讲授内容相关的论文，论文要求逻辑清楚，

观点明确，论证充分，结论正确，论文的格式与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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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设计论文的要求完全一致，学生撰写论文的过程

是毕业设计论文的提前演练，撰写论文前教师会下

发论文模板，论文的模板是按照学院毕业设计论文

的格式要求制作，对字体、字号、各级标题、公式、

表格、图像等均有统一要求，特别是易出错的参考

文献格式，其要求是遵循国标要求。教师要认真阅

读每位学生的论文，根据论文的撰写情况给出合理

分数，对论文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向学生反馈，以避

免学生撰写毕业设计论文时出现同样的问题，为毕

业设计指导工作做好铺垫。 

4 教学效果 

通过两届学生的教学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教学

效果。每位学生均能独立完成自主选题、文献检索、

整理研究、归纳总结、讲授讨论、撰写论文的全过

程，充分体现了“学生中心”的教育理念;燃料电池

是新能源重要器件，也是国家能源规划中氢能应用

的重要一环，学生学好燃料电池课程对学生未来在

新能源行业立足十分必要的，本课程的开设是“产出

导向”的要求;教学过程中十分注重分析总结，做好

课程达成度分析报告的撰写，查找问题，提出切实

可行的解决方案，做到“持续改进”。激发学生对燃

料电池的研究兴趣，两届毕业生中有五位学生在毕

业设计选题过程中，在导师认真研讨后，确立与燃

料电池相关的题目，充分说明本课程取得了较好的

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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