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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知识输入为驱动的开放大学公共英语课堂教学模式难以实现英语应用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研究充分
发挥开放大学多模态资源的优势，探索构建“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理念下多模态翻转课堂教学模型、多模态理论框
架下的“五位一体”教学生态环境和“产出为导向”的多模态形成性评价体系。为期两个学期的实践研究初步证明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能够显著提高成人学习者的英语能力,特别是英语口语应用能力，且学习者对该教学模式满意度较
高。今后开放大学继续推广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需积极发挥教学评价、“师生双主导”教学理念和智慧化教学工具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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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育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2020年教育部发布《大学英语教学指

南》指出，大学英语教师应利用网上优质教育资

源改造和拓展教学内容，实施基于课堂和在线课

程的翻转课堂等混合式教学模式[1]。2019年教育部

《关于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促进现代远程教育试

点高校网络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指

出，要“改进教学模式和方法，推进线上线下混

合教学，保证适当比例的面授教学，鼓励开展师

生实时互动教学”[2]。国家政策文件不仅从宏观层

面反映了信息技术与外语教育深度融合的必然趋

势，并且明确地为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

实践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依据。

开放大学是国内最早构建“线上+线下”混

合教学模式的远程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其招生人

数、毕业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长期占全国高等教

育规模10%以上[3]。过去，开放大学公共英语课程

教学在课堂组织、课程目标与评价以及资源利用

率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该课程人才培养效果欠佳。

首先，课堂教育是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支撑[4]，而

开放大学的公共英语课堂教学通常以“应试知识

输入”为驱动，以教师话语为中心，以翻译教学

法为主要教学方法，缺少以“语言应用为导向”

的教学活动环节[5]。其次，培养成人英语学习者应

用能力的教学目标在教学评价中缺乏应有的贯彻

和体现[6]。虽然国家开放大学公共英语课程教学

目标为“在加强学生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训练的同时，培养学生在职场活动中使用英

语进行交际的实际能力”，但课程考核评价内容

仍然以英语语言基础知识为主，与应用能力培养

的教学目标关联度较低。再次,信息技术和资源与

教学模式的融合深度尚待提高。由于缺乏课堂教

学设计和课程评价的引导，即便是优秀的国家精

品教学资源也难逃资源应用率低下的困境[7-8]。因

此，实施多模态视域下基于应用能力提升的公共

英语翻转课堂对于新时代开放大学深化混合教学

模式改革，提升英语课程教学质量具有重要实践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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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基础

（一）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 

Model）教学理论

翻转课堂是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基

于建构主义、人本主义、混合学习和布鲁姆分类

理论等多种先进教育教学理念和教育技术，对

传统课堂教学流程和教学理念的颠覆与变革。

“互联网+外语教育”环境下的大规模开放在

线课程慕课（MOOCs）、微信平台、微课程迅

速发展，为翻转课堂教学的实施创设了良好的

基础环境。Hamdan et al.提出翻转课堂促学机制

“F-L-I-P”四要素模型，即灵活的环境（Flexible 
environment）、学习文化(Learning culture)、目标明

确的内容输入（Intentional content）和专业的教师

指导（Professional educator）[9]。灵活的教学环境既

是翻转课堂实施的前提，也能促进教学资源的有

效利用[10]；学习的文化、教师对课堂内容的设计

以及专业引导体现了“以学为中心”和“学生主

体-教师主导”的教学理念。

国内对翻转课堂的研究经历了概念引进、理

论介绍和模式构建的基础阶段。近年来，基于动

态交互、多元读写、SPOC以及CDIO等理论框架，

或基于不同资源平台（如MOOCs、微信公众平台

和雨课堂）的综合实践性成果不断涌现。大量研

究证明，翻转课堂有利于强化语言内化，促进语

言应用，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综合英语水平、口语

学习效果和自主学习能力，对外语学习行为和态

度转变产生正反拨作用[11-12]。

翻转课堂本质上是混合教学模式，但开放

大学多年来实施的公共英语混合教学模式实际上

与翻转课堂“貌合神离”。从流程看，两种模式

都以基于在线资源的课前自主学习为前提，但两

者在课堂教学阶段的教学理念、内容和方式上存

在本质区别。开放大学公共英语课程亟需从“以

教师为中心”的知识灌输型课堂向“以学生为中

心”“以语言产出为导向”的课堂转型。这一需

求与以在线资源为前提，以互动、应用为特征，以

“师生双主导”为教学理念的翻转课堂高度契合。

外语学习兼顾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特点。随着

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传统的通用英语(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EGP)教学已经无法满足市场

对于职业英语的需求，大学英语教学已经逐步从

通用英语向专门用途英语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过渡。ESP英语基于专业需求和职场情

境设计大纲，根据学习者某种特定职业或学科的

需求开设英语课程。ESP英语结合专业知识学习

英语，学习者的学习目标更明确，学习兴趣会提

高，进而能够大大提高语言学习效果[13]。ESP英语

课程强调语言工具性的教学目标需求与翻转课堂

注重互动和应用的特质和内涵高度吻合，因此，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ESP公共英语教学中具有良好

的适用性。

（二）多模态（Multimodality）教学理论

新媒体在教育情境下多模态化的应用越来越

受到重视。基于CiteSpace对近20年（1998～2017

年）国内外语教育技术关键词共现分析的时区视

图（Time Zone View）显示，2016年以来,多模态以

及多模态话语分析是外语教育技术研究的最新研

究热点[14]。 

以社会符号学为基础的多模态理论指出，

新媒体时代下，识读能力不仅依赖于传统文字媒

介，还将融合视觉、听觉、空间以及姿态等多模

态信息[15]。模态（Modal）指人类通过感官(如

听觉、视觉、触觉、发音器官等)跟外部环境(如

人、计算机、移动设备等)之间的互动方式[16]。

经过20多年的教学改革，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已经

实现了从传统、单一模式向多模态教学模式的转

变。国内外多模态教学研究表明，恰当地运用口

语、听觉、视觉和行为等各种模态的互动与转换

进行多模态英语教学，能够更好地创设英语教学

情境，增强学习内容的内化度和学习动机，提高

内容记忆的持久性，更有效地提升学习者的英语

多元识读能力、听力和口语能力[17-19]。  

对于普通高校的教师而言，实施翻转课堂的

主要挑战之一是缺乏高质量的优质在线资源和功

能强大的综合性教学平台，而多模态公共英语课

程资源和教学平台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开放大

学的特色和优势。国内翻转课堂教学资源主要来

自校本自主研发平台、MOOCs和基于微信公众账

号的微社区平台。教师个人制作的教学资源缺乏

技术支持，水平良莠不齐；MOOCs平台资源缺乏

对校本学生的针对性，学习过程监控不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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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大学英语教学核心团队已完成系统化教学资

源设计，建成由ESP数字化教材、Moodle云平台

网络课程、APP移动资源以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术赋能的FiF口语训练智慧平台共同

构成的多模态教学环境。

无论是翻转课堂，还是多模态教学，以开

放大学的教师和学习者为研究主体的研究起步较

晚。近年来，国内围绕翻转课堂的研究呈爆发式

增长态势，文献分析发现，普通高校占国内翻转

课堂应用主体的43%，职业院校占20%，基础教育

占37%[20]。选取“翻转课堂”+“英语”作为主题,

在CNKI数据库（截止2021年2月6日）可以检索到

15,449篇相关论文。但将发文作者的单位限定为

“广播电视大学”或“开放大学”后，仅检索到

53篇普通期刊论文。选取以“多模态”+“英语”

为主题,作者单位为“广播电视大学”或“开放大

学”，在CNKI数据库只检索到26篇论文。从以开

放大学学习者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中分析可见，开

放大学对英语翻转课堂的教学研究关注较少，且

多数研究内容还停留在应用探讨及可行性分析等

理论探讨范围，采用实验法验证翻转课堂实践效

果的实证研究成果比较匮乏。因此，将多模态理

论视域下的多元识读（Multiliteracies）、多元互动

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结合，创建联通和谐的多模

态环境、语言产出应用为导向的多模态评价体系

以及“师生双主导”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将为

提升成人学习者的英语应用能力、提高开放大学

资源利用率、提升开放大学ESP公共英语课程教学

质量、优化混合教学模式提供重要参考。

二、研究设计与应用

（一）研究问题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以往开放大学公共英语课堂教学模

式存在的应用能力培养的目标实现度低、教学资

源利用率不足等实际问题出发，提出研究假设：

多模态视域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提高开

放大学ESP公共英语课程学习者的英语应用能力。

本研究通过量化实验研究和问卷调查法，辅以访

谈法和学生反思评价法等质性研究手段进行互证。 

（二）研究样本选取

国家开放大学自201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使

用ESP英语系列教材（《商务英语》《理工英语》

《人文英语》《管理英语》）替代原通用公共英

语教材。研究者随机选取开放大学某分校49名公

共英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自2019年3月到12月，

以ESP公共英语课程为教学内容，学期面授时长为

30学时，实施为期两学期的实证研究。

（三）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构建

1.“师生双主导”理念下的多模态翻转课堂

教学模型

新型建构主义教学论已由学生“绝对中心

论”转向“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相结合的“双

主”教学范式[21]。信息技术虽然能够为学习者提

供个性化的认知工具和学习环境，但开展翻转课

堂教学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教师的精心设计。

课前学习阶段，学习者根据个人需要观看教

学视频、学习知识点、进行自检自测，并反思学

习问题。教师发挥主导作用，督促完成“课前学

习任务单”，引导学习者有计划地利用多模态资

源进行课前自主学习。此外，教师需要及时总结

学习者共性问题，促进多元互动，并提供学术支

持以及情感支持。“课前学习任务单”实际上是

对学习者自主学习策略的一种隐形培养，帮助学

习者进行目标、资源和计划管理。“学习反思”

任务旨在激发学习者主动思考，提升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以及批判思考的能力。

课堂学习阶段，学习者主体地位具体体现

在其成为课堂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课堂声音的主

要发出者和课堂时间的主要占据者。教师主导地

位体现在其成为教学活动的设计者、引导者、组

织者和促进者。教师根据学习平台中的大数据了

解课前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对反思报告中反映出

的共性问题进行讲解，创设职场情境，组织教学

活动，促进英语技能应用和知识内化。教师应避

免长时间讲授知识点，将有限的课堂时间留给学

习者进行体验式学习、小组协作、展示和互动交

流。学习者既可通过FiF口语智慧训练平台获得即

时反馈，也可寻求教师的个性化反馈。本研究构

建的“师生双主导”理念下的多模态翻转课堂教

学模型见下页图1，其体现了翻转课程不同阶段的

角色分配和主要教学活动。

2.“五位一体”联通融合的多模态教学生态

环境

基于Gerstein翻转课堂模型[22]，“五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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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融合的多模态教学生态环境由四种不同模态

的信息化资源——ESP公共英语数字化教材、App
移动资源、Moodle网络课程以及智慧平台口语训

练资源，围绕微信社交平台构成（见图2）。虽然

数字学习、移动学习、在线学习和智慧学习的立

交桥已经初步搭建，但如何处理和利用海量信息

和资源已成为人类在当下学习中面临的最严峻的

挑战之一[23]。因此，教师需找到学习者最常用的

沟通工具，帮助学习者权衡不同情境下不同资源

的特点，辨识符合个性化学习需要的资源，对各

种学习资源进行联通。第一次问卷调查中的学情

分析发现，90%的学习者最喜欢的社交工具是微信

平台。因此，将小组微信群作为师生实时互动交

流的联通点，通过“课前学习任务单”引导学习

者与文字、图片、照片、音频流、视频流、动画

等进行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发音器官的多模态

互动，提供情感支持和学术支持。“五位一体”

多模态生态环境下，社交平台师生互动作为统

领，促进学习者对在线、移动、传统文本和机器

学习构成的灵活学习环境（Flexible Environment）
中教学资源的高效利用。

3.基于“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的多模态评价体系

科学的学习评价模式能够有效引导学习者

的学习投入程度。王聿良通过翻转课堂模式下学

习行为影响因素分析的实证研究发现，学习评价

是对学习者主观规范影响最大的要素[24]。针对

原教学过程对英语应用能力培养的目标导向在评

价体系中体现不明确的问题，基于“产出导向法

(POA)”外语教学理论，本研究突出应用型教学目

标与测试评价之间的有效衔接，加强对英语应用

能力的考核力度。POA外语教学理论创始人文秋

芳指出，大学生学习英语的时间不足300课时，期

待所有学生发展成为全能型英语使用者的教学目

标并不现实[25]。就教学目标而言，培养说、写、

译表达性语言技能更符合社会需求，而且，学习

者可以选择一种输出技能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

传统纸质的、单一的终结性评价方式无法综

合反映学习者在翻转课堂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因

此建构基于POA的多模态形成性评价体系具有重

要意义。学习者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发音器

官和体态等多种感官动态交互参与学习，形成由

网页文字、社交平台文本、动画、图片、声音、

体态、表情等多模态符号组成的学习过程资料。

形成性评价包括课前听说任务完成情况、学习反

思(单元导学自疑、学习计划和总结)、课堂任务

完成情况(小组课堂展示和组内成员协作程度)以

及出勤等学习行为全过程的评价。终结性评价对

基于职场英语情境下的口语成果展示活动进行评

价。英语口语能力的考核属于主观性考核，另设

有专门的评分标准。考核形式以及所占的权重如

下页表1所示。

基于大数据的教学技术评价能够全过程、

全方位采集数据，使教育评价的依据更为客观和

丰富。教师下载保存在微信群中的语音及视频资

料、Moodle平台和FiF智慧平台上自动生成的学习

者成绩，可汇总建立电子学习档案。为解决教学

资源利用率低下的问题，考核评价设计中就应引

导学习者对学习资源进行选择性体验。学习者只

有充分理解并认同翻转课堂教学理念，认同考核

评价体系，才能在朗读、角色扮演、情景表演、

配音等实践活动中取得良好效果。此外，为了激

励学习者完成自主学习，研究者可尝试应用电子

图 1 “师生双主导”理念下的多模态翻转课堂教学模型

图 2 多模态生态环境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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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多模态评价体系

考核方式 形成性考核 终结性考核

考核比例 80%
20%

内容

说明

共 8个单元 ,每个单元 10%

课前自主学习评价 50% 课堂评价 50% 学习成果展示 

自测

(Moodle 平台 )

口语活动

(FiF 平台 )

反思报告

（微信）

课堂展示

（FiF平台）
综合表现 基于职场情境的

口语展示和表演
20% 20% 10% 30% 20%

勋章对积极完成自主学习任务的学习者和小组进

行激励。每周上课前一天，教师可根据Moodle或
者FiF平台显示的数据，在班级微信群中为每组第

一个完成本单元自主学习任务的学习者颁发“本

周学习之星”的电子勋章；学期学习结束时，每

组获得电子勋章最多的学习者可获得“优秀学

生”的奖状。

（四）数据收集与处理

研究采用实验研究法，数据来源包括实验班

和对比班的前测和后测成绩、口试音视频资料、

前后两次问卷的数据、访谈结果以及师生反思报

告。为保证信度和效度，在正式发放问卷和试卷

之前，课题组在小范围内开展了测试，并根据焦

点小组讨论结果进行校正和优化。实验结束后，

研究使用SPSS25.0对测试结果进行模型检验，用

AMOS21.0对问卷进行信效度分析，对反思报告进

行文本分析，以期通过多元互证提升结论信度。

三、教学模式实践验证

（一）效果检验

课题组对2018级两个非英语专业的平行班

进行水平测试，将工商管理专业设为实验班（49

人），会计专业设为对照班（46人）。笔试部分

采用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 
PETS)三级试卷（难度相当于普通高校非英语专

业本科毕业的要求）测量学习者的英语水平。题

目包括词汇与结构、阅读理解和口语测试三个部

分。实验班与对照班的英语成绩描述性统计显

示，两个班英语水平测试平均值无显著差异（实

验班平均分为48.06，对照班48.91），实验班在公

共英语学习者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在两个学期的翻转课堂实验后再次

使用PETS试卷进行后测，将实验

班和对比班前后测成绩进行配对样

本T检验以推测翻转课堂对提高学

习者英语学习成绩是否有效。根据

前后测成绩的描述性统计显示,实验

班的前测成绩和后测成绩均值相差

9.75分，其中口语成绩相差5.15分。

在前测口试中，相当一部分学

习者因为已经毕业多年，所从事工

作使用英语的机会有限，口语部分

得分较低。经过为期一年的翻转课堂教学实践，

通过每周口语作业、课堂展示活动以及小组活动

训练，学习者不仅突破了当众展示的心理障碍，

还从有勇气进行口语展示逐步过渡到享受口语展

示过程的状态，且在口语产出的准确性、流畅

度、自信程度以及词汇和句型使用的丰富程度方

面均有较大幅度提升。通过实验班前测口语成绩

与后测口语成绩配对样本T检验表显示，双侧T检

验的显著性概率值P值为0.000<0.05，且置信区间

下限为-4.726，上限为-3.164，不包括0，说明前

后测口语成绩间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明，翻转

课堂能有效提高ESP公共英语学习者的学习成绩，

其中口语能力提升显著（表2）。

（二）满意度调查

学习者期待是影响翻转课堂模式满意度的

重要元素。本次翻转课堂实验发放了两次调查问

卷，第一次调查了解学习者的基本特征和学习期

待，收回48份有效问卷。调研发现，学习者最期

待提高的是听、说、读、写四项语言技能中的口

语产出技能，占61.5%。基于学习者的学习期待和

基本情况，结合课程教学目标，研究者将实验目

标定为利用翻转课堂提高成人学习者的英语应用

能力，侧重口语能力。

实验结束后，问卷数据被录入SPSS25.0进行

信效度检验。根据可靠性统计，问卷的信度系数

为0.912>0.7，说明问卷信度系数较高，数据有较

高的一致性。学习效率的高低能够被学习者所感

知，并且直接影响课程满意度的综合评价[26]。参

考满意度问卷指标，研究者编制了第二次调查问

卷，从教学模式、感知价值、自主学习能力和学

表 2  实验班前测与后测口语成绩配对样本 T检验

配对样本检验

前测减后测

口语成绩

配对差值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差值 95% 置信区间 T df Sig（双尾）

-5.151 5.114 1.018
下限 上限

-8.098 48 .000
-4.867 -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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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期待四个方面，编制了28道题目，了解学习

者对翻转课堂满意度的评价以及有效性的影响因

素。

参加实验的学习者对自主学习效果的感知

度较高。此次实验中100%的学习者对教学模式感

到满意，其中非常满意的占71.4%。此外，100%

的学习者对翻转课堂模式对自己口语能力提升作

用的感知度较高，其中认为“非常满意”和“比

较满意”的学习者占到了88.43%。数据还显示，

100%的学习者认可翻转课堂学习模式对自主学习

能力“有帮助”，其中“非常同意”的学习者占

71.4%。

此外，调查显示，经过一年的学习，对英

语学习“比较感兴趣”和“感兴趣”的学习者占

90.4%，比第一次调查中“非常感兴趣”的学习者

有了10.7%的明显提升。另外，对英语学习不感

兴趣的学习者由5%降为零。这说明多模态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在提升学习者兴趣方面的作用比较显

著。根据对学习者每周英语学习时间的调查，我

们发现学习者的时间投入有了显著的变化。学习

时间在一个小时以上的学习者由27.5%提高到了

52.4%；每周学习两个小时以上的学习者由15%提高

到了33.3%；每周学习英语1个小时以下的学习者

从57.5%下降到21.4%。这一数据充分地说明学习者

对学习的投入度有大幅度增加，这与学习效果的

提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四、结论与建议

为期两个学期的实证研究初步证明，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是一种能够更好地发挥开放大学多模

态资源优势、体现“师生双主导”“产出导向”

理念转变、有效提升开放大学ESP公共英语学习者

英语应用能力、令成人学习者满意的课堂教学模

式。如何在开放大学ESP公共英语课程中进一步推

广该模式，需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准备。

（一）充分发挥教学评价的“指挥棒”作用

学习评价是促进学习者学习的重要手段，

考核改革是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考核评价

的内容和形式与课程培养目标的适切性、一致性

是提升开放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语言

的应用和输出既是公共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又

是促进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以语言输出为导

向”的多模态形成性评价体系将促进从“以教师

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英语课堂组织形式

的转变。从教学管理的角度看，“以产出为导

向”的评价体系作为翻转课程重要的促学因子，

是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障。

（二）重视课堂教学活动的设计，从技术形

式走向内容逻辑

教师对教育信息化的态度、信息技术水平以

及投入度是影响在线教学及资源应用效果的三个

主要因素[27]。翻转课堂的应用效果关键在教师对

该教学模式理念的认同和投入程度，是否主动应

对教师角色的“中心转向”。尽管开放大学已为

学习者提供了灵活的多模态教学资源环境，但要

充分发挥多模态资源的促学作用，教师需要发挥

主导作用，通过课前和课堂的任务设计以及考核

方式设计，提高学习者与多模态英语资源环境的

多元互动，采用参与式、体验式的教学方法，帮

助学习者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产出技能的

积极实践者，促使学习者对在线学习的知识性内

容进行应用、分析和创新。

课堂教学活动的设计是重要的促学因素之

一。无论技术手段如何更迭，外语课堂教学的核

心理念在于师生的高度互动与积极学习体验[28]。

国内外英语课程翻转课堂研究关于课堂活动设计

形成的可借鉴的成果和具体范例还比较少。目前

的挑战是教师是否适应并愿意为新的教学模式投

入时间和精力，以“产出为导向”，针对英语基

础较为薄弱的学习者设计具有互动性和真实性的

课堂任务。

（三）突出学生“主体”作用，提升自主学

习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既是大学英语教学的培养目

标，也是远程开放教育学习者的核心素养，更是

影响翻转课堂效果的关键影响因子。课前自主学

习阶段的“知识输入”是课堂“知识内化”的重

要前提。开放大学成人学习者虽然有着学好英语

的良好愿望，但往往存在着自主学习能力不足的

状况。通过教学辅导日志发现，前三单元的学习

中，学习者常常出现无法按时提交课前学习任务

的现象,需要反复催促和鼓励，“学习反思报告”

也存在着敷衍应付的迹象。但经过教学模式的不

断重复和固化，学习者大都能逐步接纳翻转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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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流程。第一学期的后半段，学

习者提交课前作业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普遍改善；

学习者在第二学期的学习自主性大大提高，主动

学习的文化已经形成，作业提交基本上不再需要

被提醒，学习者在课前学习活动的时间投入增

加，参与口语展示活动的积极性提高。因此，教

师需对学习者自主能力偏弱的情况做好准备，加

强自主学习策略训练，帮助学习者树立正确语言

学习观，充分认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提高学习

责任感。

（四）充分利用智慧教学平台，破解大规模

个性化公共英语教学的困境

翻转课堂作为一种基于教育技术的新型教

学模式，离不开教学管理方式的更新。为了实现

多模态的综合性学习评价，翻转课堂对教学管理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习过程资料的存档比传

统教学评价更为复杂，存档内容包括网络课程

自检自测（网页资料）、课前预习的语音作业

（音频）、学习反思单（文本）、课堂作业（观

察）、课堂表现情况和期末大作业展示（视频录

像）。教师不仅要进行及时的反馈评价，还要对

每位学习者多达32次的形成性考核作业材料记录

进行下载和打包归档工作，消耗大量时间和精

力。第二个学期起采用的智慧教学FiF口语训练平

台不仅能够完成形成性作业的收集和即时反馈，

帮助教师简化教学管理工作，解决大班教学中师

生比带来的对学习者个性化辅导不足的问题，又

能实现评价的客观公正性。研究团队教师的反思

日志中提到：“以前打分时，怕学生终结性考试

不过关，存在着打分普遍较高的情况，从这学期

FiF口语平台的评分结果来看，学生成绩的差异性

比较明显，即客观又快捷。”因此，人工智能与

外语教育的深度融合是破解大规模个性化公共英

语教学困境的重要解决途径，教师应该以积极的

心态迎接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人工智能+外语教育”时代开放大学应该

在“流程翻转”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教学评价的

指挥棒作用，发挥多模态资源的优势，发挥教师

在课堂教学活动和课前学习活动中的专业主导作

用，发挥学习者的主体作用，提升学习者自主学

习的获得感。本研究还存在着实验班样本规模有

限的不足，后续还需与广大的开放大学同仁一起

在更大范围内运用实证验证手段，深入地剖析翻

转课堂对成人学习者有效促学的认知机制，最终

实现提高开放大学英语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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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f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in ESP 

College English 

      —— A Perspective of Multimodality

ZHAO Chun-rong1  ZHENG Ji-peng2   LIU Yong-quan2

(1. Beijing Open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081; 2.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089)

Abstract: By using multimodal resources, a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is constructed with the concept of  "student-
centered and teacher-led", a "five-in-one" teach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 " production-oriented " multimodal formative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new model was practised for two-semester in the ESP college English course in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It is found that learners' English practical competence, especially oral English,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t is 
suggested "teacher-student" concep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ols need to be full consideration if the new model is recommended 
to be more practiced in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Key words: flipped classroom; multimode ;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ESP; College English; practical compet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