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SSN1672-4305 实 验 室 科  学 第 2 0卷 第 4 期 2017年 8 月

CN12-1352/N LABORATORY SCIENCE Vol. 20 No. 4 Aug. 2017

基于翻转课堂的电视摄像实验教学改革探索

张如静，杨葆华，张 琳

(聊城大学传媒技术学院，山东聊城 252059)

摘 要 ：针对“电视摄像”课程传统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翻转课堂引人实验教学的可行性与重要性。 

结合技能培养理论，构建以培养电视摄像技能为目的的翻转实验教学模型，以交互式课件和教学微视频为基 

础，开展项目式学习方法为课堂活动组织形式的翻转课堂实践。研究结果表明，经翻转课堂实践后，电视摄 

像实验教学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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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of television camera experiment 

teaching based on flipped classroom

ZHANG Ru-jing ， YANG Bao- hua， ZHANG Lin
(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China)

Abstract ： The feasibility and the importance of applying flipped classroom in professional skills train

ing are analyzed to solve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experiment teaching in course of TV Camera. Com

bined with skills development theory， a flipping experiment teaching model is built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skills in television camera. Based on interactive courseware and teaching micro video， a 

flipped classroom practice is carried out with project-based learning as the classroom activities. Re

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has better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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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年）》，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加强高 

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文中指出，实践育人 

特别是实践教学依然是高校人才培养中的薄弱环 

节,要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深化实践教学方法的改 

革,鼓励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科学研究中学 

习[1]。然而，传统实验教学中仍然存在实验课时 

少,学生多，设备少等客观问题，造成学生基本技能 

掌握不到位，创新能力的培养更难以达到理想水平。

基金项目：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立项项目“地方综合 

性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实践技能培养 

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2220);聊城大学校 

级教改项目“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课程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改革”（项目编号:311161531)。

翻转课堂（ flipped classroom)也译作颠倒课堂, 

发源于美国，是近几年国内热议的新型教学模式。 

翻转课堂是教师在课前提供教学视频，进行知识的 

传授,而课堂上学生进行协作学习，进行交流、探究 

以实现知识内化[2]。翻转课堂节省了教师从头到 

尾讲授的时间，因此被视为高效课堂[3]。同时，探 

究式活动的组织有利于学生主动学习，获得学习成 

就感，促进创新能力的培养[4]。

“电视摄像”是一门技能型课程,不但要培养学 

生摄像机的基本使用技能，更要指导学生拍出技术 

性和艺术性并重的优秀作品，是为专业技能的培养。 

文中根据现行电视摄像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 

析了翻转课堂引人电视摄像实验教学的可行性和重 

要性，结合技能培养理论构建电视摄像实验课翻转 

课堂的教学模型，并对实验班进行一个学期的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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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经过与对照班对比分析,得出翻转实验教学取 

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1 电视摄像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

1 . 1 理论课与实验课脱节，难以实现专业技能的全 

面培养

从哲学角度上讲,人类的认识过程是从实践到 

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对立统一的过程。然而，在 

电视摄像课程教学中，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中学习， 

而实际操作过程在实验室中进行，中间有一定的时 

间间隔，同时，理论课讲究艺术性、方法论指导，如 

“画面构图”这一教学主题，更多强调何时用何景 

别，主体与陪体、前景与背景之间的关系，而实验课 

更多是直观的动作技能教学，如何通过一步步分解 

动作实现画面的构图，强调技术性的实现。限于教 

学场地，理论课难以形象准确地给学生讲授摄像机 

操作要领，实验课的开展又停留在操作步骤的反复 

训练上，致使理论课与实验课脱节，学生认识难以实 

现从感性直观的实践到理性思维的飞跃，操作所得 

的作品也就难达到技术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从根本 

上讲，难以达到专业技能培养目标。

1 . 2 实验课时较少，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占据 

了过多时间

相对于电视摄像课程的总课时,实验课时仅占 

了总课时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实验课时难以保 

证对理论课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内化。另外，传统实 

验教学方式以教师讲解为主，学生分组使用一台机 

器进行技能训练，学生在听完教师讲解后只有一个 

对分解动作的模糊记忆，很难独立完成一系列动作， 

技能难以达到自动化阶段,再加上学生多设备少，学 

生操作停留在机械动作阶段，师生之间缺乏深度交 

流,教师难以做到引导学生深度思考。

1 . 3 学生多,设备小，教师难以做到一对一实时辅导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摄像器材体积越来越趋 

于“小巧”。因此，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就造成学生人 

数多，观看设备不清楚,导致学生的操作过程与实际 

画面难以精确实现。实验教学过程是多个练习组同 

时进行训练，在实验室中一对一辅导便耗去大部分 

时间，学生单独训练时间缩短,若是外景拍摄，教师 

更难以做到实时跟随每一个练习组辅导。

1 . 4 学生兴趣不足，消极上课，传统实验教学方式 

难以引导

传统实验过程中，当学生操作设备进行拍摄任

务时，屡屡出现组内少数成员在玩手机，经劝诫后学 

生以“未来不会从事这一行业,不感兴趣”为由消极 

怠工，浑浑度日。最终期末评价作品也是滥竽充数， 

应付了事。亟需教学方式及评价方式的改革，实现 

学生群体内的均衡发展，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 

引导每位学生参与到学习中。

2 应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可行性与重要  

性

钟晓流在其研究中指出“翻转课堂是在信息化 

环境中课程教师提供以教学视频为主要形式的学习 

资源，学生在上课前完成对教学视频等学习资源的 

观看和学习，师生在课堂上一起完成作业答疑、协作 

探究和互动交流等活动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模 

式，’[5]。将翻转课堂引人到“电视摄像实验，’教学 

中，以解决传统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首先分析其可 

行性和重要性。

2 . 1 可行性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翻转课堂具有以下优势。 

2. 1 . 1翻转课堂保证了课堂教学的高效性

翻转课堂对课堂教学的形式结构进行了颠倒, 

让知识传授过程在课外，知识内化在课堂，学习的有 

效性将大大提高[6]。因此节省了教师讲授的时间， 

可这将部分时间用于具体的实验操作，从而增加了 

学生的实验时间。

2.1 . 2翻转课堂有助于构建新型师生关系

翻转课堂中，学生的学习过程是学生主动建构 

的过程，学生可以自己决定学习的节奏，可根据自己 

的学习进度反复观看教学视频，以加强个人理解，也 

可根据课前资料提出自己的问题和想法，与教师实 

时交互，与传统教学相比，教师更是资料的提供者, 

活动的组织者，为学生指导学习方向,有助于学生独 

立思考能力的培养[7]。

2. 1 . 3小组协作学习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 

翻转课堂中，教学活动的组织一方面提高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学生由于自己在小组中扮 

演协作角色，不得不参与到学习活动中，组内成员之 

间互相起监督作用，最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动 

力[8]。

2 . 2 重要性

从技能方面看，电视摄像技能的培养，不但包括 

理论知识的传授,培养运用概念和规则的能力，还要 

培养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这就是说电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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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技能培养过程不只是动作技能的形成过程，也是 

智慧技能和认知策略的习得过程。

从表面上看，“电视摄像实验”教学是要培养使 

用摄像机的动作技能，势必要经过认知阶段、联系生 

成阶段和自动化阶段[9]。运用翻转课堂教学理念, 

在技能形成的各阶段给以不同的引导及训练，以实 

现动作技能的自动化。在认知阶段,教师结合课堂 

内容开发教学资源，以帮助学生领会技能的基本要 

求,学生可掌握技能的局部动作。实验课上,学生通 

过尝试、观察实验结果以及收到教师反馈可进一步 

理解相关知识，通过反复训练,学生可连续各个局部 

动作，即联系形成阶段。最后，动作技能达到自动化 

阶段，学生可熟练操作摄像机，拍出优秀作品。

针对技能形成的各个阶段，教师提供课件或教 

学视频，引导学生对分解动作的理解,同时也克服了 

“学生多，设备小”的缺点，教师制作教学视频可同 

时呈现摄像机操作和对应的电视画面，可强化学生 

所学的理论知识，最终解决理论课与实验课脱节的 

问题。

翻转课堂是知识学习和知识内化的颠倒，节省 

出课堂时间来引导学生主动建构以实现知识的内 

化。因此，翻转课堂最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利用课堂 

时间。翻转课堂中组织探究式学习活动，学生以有 

意义的方式组织知识，有利于知识的保持，学习过程 

中学生通过不断探究解决问题，由此带来学习自信 

心和学习成就感，从而引发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 

习动机，同时也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技能，即实现智慧 

技能和认知策略的习得。

综上,引人翻转课堂，有助于电视摄像技能的 

培养。

3 培养电视摄像技能的翻转实验教学模型

结合技能培养理论，在技能的各形成阶段提供 

相应的学习资源,组织探究式教学活动，给专业技能 

的学习以强化，保证学生专业技能的习得。根据电 

视摄像课程特点,兼顾实验室设备现状，构建以培养 

电视摄像技能为目的的翻转实验教学模型[|0]。如 

图 1所示。

3 . 1 课前

课程开始前已进行学习者分析,学生已学习过 

“电视节目制作技术”课程，能理解景别、构图等基 

本概念，能使用切换台进行画面的切换，能够规范撰 

写分镜头稿本。

图1 培养电视摄像技能的翻转实验教学模型

团队原有获全国多媒体大赛一等奖的“电视摄 

像实验”课件，具有一定的交互功能,利于学生对相 

关知识和概念的理解。为开展翻转教学，也为了切 

实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在原有课件上增加 

了更多交互功能，学生通过操作键盘和鼠标不但熟 

悉了各动作技能的分解动作，观察每个动作得出的 

电视画面,更深层次地实现了概念交互，真正有效地 

促进技能的学习。在学习交互型课件时，学习者通 

过反复操作加强对实验现象的剖析与自我知识建 

构，能够有效地理解理论知识及操作效果。

为解决“理论课与实验课脱节”这一问题，利用 

实验室优越的设备条件，教师制作了与每节课内容 

相关的微视频，每段视频3〜5 分钟[||]，主要讲述学 

生操作规范及相应电视画面，并强调画面的艺术性 

与技术性的结合。

教师发布资源后,学生观看相关微视频以及操 

作交互型课件，对理论知识以及操作技能有个初步 

的感知。学生撰写与每节内容相关的分镜头稿本， 

稿本时长为3〜5 分钟，随时与教师交流，以得到合 

格适用的分镜头稿本。

3 . 2 课中

学生经过技能形成的认知阶段后，到实验室中 

进行实际操作，进人技能的联系形成阶段。为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的能力，特引人项 

目式学习[12]。王良辉在其研究中指出“项目学习是 

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它所关注的是学科的核心概 

念和原理，要求学生从事探究活动，解决现实世界的 

问题以及其他的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它要求学生自 

主学习并通过制作完成一个真正的作品来完成意义 

的建构”[13]。通过项目学习，学生的学习过程经历 

以下流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整理完成项目所需 

的知识与技能;激活原有知识与获取新知识;把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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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新知识应用到产品制作中，展示产品;反思提 

高与灵活应用所习得的技能。

在“电视摄像实验”中，根据课前所写分镜头稿 

本制作电视节目即为学生要完成的项目，将实验班 

分为三个小组，每组6 人，分别担任的项目角色有演 

员、摄像、导播、灯光、录音、剪辑等。在实验过程中， 

根据剧本分析所需知识与技能，了解小组成员各自 

技能水平，由剧本写作者担任导播，采用三角形原理 

布置三个机位，以分配三位摄像师。布光在拍摄前 

完成，录音可提前调试好录音设备,剪辑在课后完 

成。第一次拍摄结束后，教师进行项目评价，分别对 

作品、团队协作过程、各成员表现作出评价并引导。 

项目成员互换角色,进人下一次拍摄阶段，以熟悉各 

岗位工作职责，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14]。

3 . 3 课后

技能的联系形成阶段会出现错误动作或学习迷 

茫阶段，因此学习者在教师指导及团队协作之后还 

需要进行反思，使对动作技能的认知达到认知策略 

阶段。

一种技能的形成需要学习者反复训练，即使使 

用了翻转课堂形式的高效教学形式，实验教学时间 

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学生在课余仍需要完成一 

个系统的项目，从剧本编写开始，到拍摄、后期剪辑 

直到电视节目成品制作完成[15]。整个项目过程中， 

仍需要各成员配合，以及师生之间相互交流。

教师除对学生的课外拍摄过程进行实时指导、 

纠正，更重要的是对学生的技能掌握程度进行评价。 

每次实验课上团队所得最终作品作为形成性评价， 

作品虽短,但保证每个人都参加到其中，基本实现了 

学生的均衡发展。期末，分别对基本操作技能和综 

合技能进行评价。基本操作技能从学生操作的反应 

时间和正确程度来衡量打分，综合技能是从艺术性、 

技术性方面综合评价学生课外实训所制作完成的 

作品 。

教师对学生的总结性评价主要为检验学生的技 

能习得是否达到了自动化阶段，为监督管理学习态 

度以及提高学习动力，学生之间设置互相评价，综合 

以上三种成绩，设置相应比例,得出翻转课堂的教学 

效果。

4 实验效果分析

为验证翻转课堂在实验教学方面有优越的教学 

效果，团队历时一个学期，使用控制实验法,对两个

平行班分别使用翻转课堂和传统实验教学法。实验 

班 36人，分两次进行实验，每次分三组，课前提供交 

互式课件，以及微视频。实验课堂分布在三个演播 

室里，以便使用切换台开展项目式学习。对照班36 

人，也分两次进行实验，课前提供实验指导书供学生 

预习，实验课堂上教师演示，然后分组操作。课外实 

训相同，评价方式相同，包括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 

价以及组内互评。

将实验班和对照班的实验成绩统计分析后，进 

行独立样本 t 检验，以观察翻转课堂的教学效果是 

否优于传统实验教学。形成性评价即每次实验课作 

品成绩，总结性评价包括基本操作测试和期末作品 

成绩，其中，作品成绩含组内自评和教师对作品的评 

价。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实验 

班的基本操作成绩平均值为89.4 分，对照班的基本 

操作成绩平均值为81.9分;另外，实验班的平时作 

品成绩平均值为79.7分，对照班的平时作品成绩平 

均值为76.5分；实验班的期末作品成绩平均值为 

84.6分，而对照班的期末作品成绩平均值为79.0 

分。可见，无论是基本操作测验还是代表综合实践 

能力的平时作品成绩和期末作品成绩，实验班的平 

均值都高于对照班。经独立样本 t 检验,P 值分别 

为0.006、0.010和0.000,均小于等于0.01，达到了非 

常显著的差异水平。由此可见，翻转课堂相对于传 

统实验教学，取得了更好的教学效果。

表1 学生实验成绩差异对比表

成绩类别 班级 平均分 标准差 t值 p 值

实验班 89.4 8.9
基本操作成绩

对照班 81.9 13.3
2.86 0.006

实验班 79.7 3.65
平时作品成绩

对照班 76.5 6.15
2.65 0.010

实验班 84.6 5.75
期末作品成绩 4.35 0.000

对照班 79.0 5.19

5 结论与反思

实验成绩差异虽证明了翻转课堂在电视摄像实 

验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但团队仍采用了 

问卷调查法以及访谈法与学生交流，并进行了反思。 

5 . 1 翻转课堂加大了师生的学习负担

团队虽有之前获奖的交互式课件做基础，但每 

次备课仍需要添加相关内容及交互功能，此外，每堂 

课教学微视频的制作也要占用一定的时间，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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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镜头稿本的撰写，以及课外实训过程中的实时指 

导，均不是一到两位教师所能完成的。这不单单是 

对教师能力的考验，更是对教师团队协作能力的 

考验。

访谈中发现，学生虽乐意接受翻转课堂教学，但 

仍有学生抱怨课前预习占用时间太多，学生虽认可 

项目式学习提高了学习兴趣，对学习积极性进行了 

监督,但课外时间占用太多，影响了其他课程的学习 

时间。

5 . 2 实验教学活动的组织依赖于其他设备

为克服学生多，设备少的客观现实，在实验教学 

过程中开展了项目式学习法，并且依托实验室硬件 

条件，使用切换台进行多机位拍摄方法，虽培养了学 

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但对切换设备 

的依赖性增强。

5 . 3 课外实训过程难以做到严格监督

技能的培养离不开反复练习，因此，在翻转课堂 

结束后，课外实训过程必不可少。然而，在课外实训 

过程中，教师尽可能做到实时解答，但难以做到实时 

跟踪，这就很难保证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参与度 

进行严格监督。虽有组内互评以监督，但仍难保证 

学生互评成绩的客观性。

6 结语

翻转课堂在“电视摄像实验”教学中的应用是 

对传统实验教学模式的一次创新与应用，结合项目 

式学习的运用是以培养专业技能为目的同时提高学 

生综合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的教学活动，学生 

实验成绩的改善以及获奖作品数量的提高肯定了翻 

转课堂在技能型课程中的应用效果，因此，可推广至 

其他技能型课程的实验教学中，如“电视编辑”、“非 

线性编辑”等课程，然而，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不是 

万能的，开展翻转课堂进行实践教学的同时,仍需根 

据学习者特征，以及课程特点具体分析，进一步完善

实施教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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