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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高职电子信息专业线上教学模式探索

【摘     要】

【关键词】

自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推行以来，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有效运用大数据技术及资源，成为教育改革需解决问题之一。其中，

线上教学模式作为可跨时空完成育人任务，满足个性化求知需求，赋予教学活动开放性的育人平台，具有便捷性、实效性、

趣味性等特点，为此值得在教育改革活动中予以应用。本文通过探析大数据背景下高职电子信息专业线上教学模式，以期提

高高职教育改革综合质量。

大数据；高职；电子信息专业；线上教学

大数据主要是指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利用常规软件进行管理、
抓取、分析、处理及运用的数据集合，具有多样、高速、大
量、低价值密度等特点。电子信息专业主要是指应用现代科学
技术针对电子信息控制及处理的学科，研究信息系统开发设计
及应用集成等技术。大数据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之一亦会广泛运
用到电子信息专业学习及实践过程中。线上教学离不开高新科
技，以网络为媒介完成育人任务，是新时代教改必由之路。然
而，有些高职在电子信息专业教学中却存在线上教学原则模糊
不清、方法不科学、体系滞后问题，影响大数据参与教改成效。
基于此，为提高高职电子信息专业教学改革质量，在大数据背
景下探析线上教学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1、大数据背景下高职电子信息专业线上教学价值
1.1 网罗海量资源，完成信息化教改任务
在大数据背景下教育资源不断增多，并以线上专业教育活

动为依托持续集聚，有利于充实主要课程，如信息论、电磁场
与电磁波等。大数据加持下的课程资源除以文本形式予以体现
外，还可以视频、图片、音频为载体经由网络高效输出。与传
统课程内容相比，大数据背景下的线上课程更具感染力、全面性、
直观性，例如教师在讲解数字滤波器、可编程器件等理论知识
时可在线展示与之相关图片，通过引领学生观察平面图、结构
图，使学生能牢记理论知识，体现多模态教育优势，继而完成
信息化教育改革任务，提高高职电子信息专业线上教学质量。
1.2 加强立德树人，培育一流专业人才
高职院校为打造一流特色专业积极开展线上教学活动，优

化本校线上教育体系，为学生提供自学机会，例如基于电子信
息专业网罗大数据创编微课，从基础课程（法律基础、线性代
数、高等数学、心理学等）、专业课程（信息论、DSP 编程、
微机原理、数字信号处理等）角度出发挖掘微课育人潜力，发
挥微课内容多元、灵活高效、重点突出等育人优势，结合学情
划分若干学习难度，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学生在线浏览或下
载微课学习实践提供有力条件，期间培育学生专业素养、自学
能力等综合素质，助力学生树立终身学习意识，将信息技术及
大数据资源视为学习工具，自觉朝着一流人才方向不懈努力，
继而通过线上教学加强立德树人，落实高职专业育才目标 [1]。

2、大数据背景下高职电子信息专业线上教学难点
2.1 原则模糊不清

    虽然我国推行信息化教育改革政策，引领教育界掀起数字

化教改热潮，但“互联网 +”教育经验少是客观事实，存在信
息化教育原则模糊不清问题，加之不同专业教改需求存在区别，
普适性、模块化线上教学活动并无法为所有专业学生全面发展
提供优质教育服务。这就需要大数据背景下高职电子信息专业
在开展线上教学活动前明确育人原则，为大数据资源集聚及信
息技术的高效利用提供条件，在此基础上推动线上教学活动科
学发展。
2.2 方法不科学
线上教学有别于常，以开放式教学理念为依托为多模态教

育资源优化配置搭建平台。然而，有些高职院校虽然在电子信
息专业教学中展开线上育人活动，但未能改变“以教师为主”
育人状态，教师根据教育预期运用现代化教育资源及技术手段，
忽视学生专业发展需求，教学方法与立德树人要求相悖，影响
高职电子信息专业线上教学实践成效 [2]。
2.3 教学体系滞后

    “互联网 +”教育是新时代我国教学改革必由之路，旨在助
力本国教育与国际社会接轨，建设特色专业，挖掘线上教学潜能，
为避免高职电子信息专业线上教学活动昙花一现，本专业教师
需在大数据背景下建立健全线上教学体系。受线上教学经验少、
教育原则模糊不清等因素影响，有些高职院校电子信息专业线
上教学体系发展滞后，无法提高大数据资源及先进技术手段在
教育活动中统筹调配有效性，降低该专业线上教学质量。

3、大数据背景下高职电子信息专业线上教学模式
3.1 明确线上教学原则
第一，积极反馈原则。通常情况下高职院校将线上教学视

为固有课堂的补充形式，以师生共享教学资源为基础鼓励学生
自学，这虽能发挥线上教学模式育人作用，但对于学习基础较
差、自律性不强、个人能力有限学生群体来讲仍无法支持其学
习实践。基于此，大数据背景下高职电子信息专业线上教学模
式需推行积极反馈原则，运用大数据技术搜集学生在线上学习
过程中的数据信息（自测信息、微课浏览信息等），通过系统
分析了解学生学习状态，为教师找准育人角度统筹大数据资源
提供依据，使大数据资源的利用更有价值；第二，小步子原则。
线上教学以网络为媒介，若过多运用信息资源会使学生模糊学
习重点，出现专业学习知识性不足、趣味性有余现象，与大数
据背景下线上教学初衷相悖，为此教师需推行小步子原则，保
障线上教学时间段、内容精、目标小，以知识点讲解、案例分析、
模拟实验等模块为依托导入电子信息专业教学内容，使学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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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线上学习效率；第三，以人为本原则。电子信息专业知识
较为抽象，与学生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容易消磨学生专业学
习兴趣，这就需要教师在以人为本原则指引下结合学情统筹大
数据资源，用视频演示、动图讲解、实例分析等方式策划线上
教学方案，点燃学生专业学习实践热情，规避线上教学阻力 [3]。
3.2 创新线上教学方法
创新是攻克线上教学难关内驱动力，为充分利用大数据技

术与资源教师需多路径赋予线上教学创新性、有效性、生本性。
例如，教师可在线上教学中运用 CDIO 模式，引入企业真实项目，
引领学生立足电子信息产品全生命周期设计、筹划、运行灵活
运用专业技能及所学知识最终完成项目任务，期间师生可借助
网络沟通交流，围绕具体问题深入探讨，在此过程中掌握理论
知识，同时培育学生专业知识灵活运用能力。再如，教师可运
用先进的教学软件开展线上教学活动，跳脱直播模式束缚，以
“微课堂”软件为例，教师可利用该软件“移动学习”功能为
学生准备个性化微课，以微课为载体提高大数据资源集聚有效
性，还可借助“微题库”鼓励学生在线自测。高职院校还可借
鉴学堂在线、慕课网、酷学习等慕课学习社区运营经验，以电
子信息专业线上教学需求为导向创建慕课平台，为学生分享学
习经验、师生交流讨论、教学管理、修习学分提供便利，使线
上教学模式得以丰富，满足电子信息专业学生线上学习需求 [4]。
3.3 优化线上教学体系
第一，基于高职“智慧校园”建设实况制定线上教学计划，

通过顶层设计有目的、有方法循序渐进发展本校线上教学体系，
为线上教学资源高效利用给予支持，通过设备升级、系统优化、
网络建设，提高“大数据 + 专业教育”有效性；第二，积极
与校外软件开发机构合作，根据本校电子信息专业教学实况及

需求遵循前瞻性、发展性、科学性理念开发配套教育软件，为
在线教学平台持续优化升级给予支持。有条件的高职院校需创
建线上教学平台综合管理小组，除日常运维外，还需根据教学
要求统筹大数据技术与资源，提高线上教学活动与大数据对接
效率，以校内数据库、资源池为依托为教师创编线上教学方案
提供有力条件；第三，高职院校需做好教师培训工作，组织教
师学习线上教学理念与方法，能将大数据与线上教学活动关联
在一起，在教改进程中妥善运用相关技术与资源，提升自身信
息素养，同时能指引学生将线上教学平台视为学习工具，与学
生一起净化线上教学环境，发现线上教学短板，展开教学研究，
解决大数据背景下的线上教学难题，继而深入优化高职电子信
息专业线上教学体系 [5]。

4、结语
综上所述，大数据背景下高职电子信息专业线上教学具有

网罗海量资源，完成信息化教改任务，加强立德树人，培育一
流专业人才必要性。基于此，高职院校需积极了解、学习、研究、
运用大数据技术及海量资源，在此基础上明确线上教学原则，
创新线上教学方法，并积极优化线上教学体系，继而为学生自
学提供有力条件，同时培育学生专业素养，助推新时代高职电
子信息专业线上教学活动朝着人性化、科学化方向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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