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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高职教育教学的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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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网络与教育的结合程度和深度明显提升，对教育系统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对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师教学方式等进行了

优化与升级。本文以高职教育为例，分析高职教育在互联网+背景下融合与优化策略，进一步提升高职教育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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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高职教育在我国职业教育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是

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主要场所。近些年，高职教育体系中通过应用

“互联网+”的思想，对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等进行了深入的调

整和优化，为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学习渠道和内容，有效发挥了

互联网+教育的优势，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需要正确

对待。 

1“互联网+”背景下高职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教育教学背景下,高职体育教学还存

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正确进行解决。部分教师和学校对“互联网

+”的概念存在认识不清的情况，有的教师将“互联网+”与单纯

的互联网等同起来，认为互联网就是开展多媒体教学，有的认为

应该将作业与互联网等同起来，有的认为互联网与教育融合应由

学校统一安排，这些想法和内容都是目前高职教育在实施与“互

联网+”融合的过程中自然出现的问题，也是需要在教育实践中

必须要解决的问题[1]。当前，“互联网+”背景下高职教育教学还

处于探索阶段，部分内容和教学方法与实际存在不相符的情况，

导致教师与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不高，有的教师将“互联网+”与

高职教育的融合当成了示范课、认为只适合评优评奖的时候使

用，在平时教育中依然喜欢采用传统的方式方法，导致“互联网

+”的思想和内容无法有效融入到实际教学当中，无法起到调动

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的目的。 

2“互联网+”背景下高职教育教学优化策略 
2.1 依托“互联网+”，优化教育教学素材 

高职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获取教材内容通常是按照事先准

备，课堂“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具体来说就是教师在课前将

授课内容进行整理，形成课件或由学校提供统一的教学课件，教

师只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按照既定教学计划进行，这种教学模式

下，教师的教学自主性比较差，导致很多教师喜欢按照 PPT 讲课，

至于学生有没有掌握基本不关心，教学效果不是很理想。依托“互

联网+”的优势，教师可以通过在线交流平台，高职教育平台，

校企融合平台等多个平台，将各项内容进行整合，将教材内容与

教学素养进行充分的结合，更好的优化教育教学素材和教材内

容。各专业的任课教师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的优势，通过多

种渠道获取内容，如通过校企融合平台，教师可以将教材中调整

思路与调整方法向其他人公布，由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相关的

素材，同时教师与企业技术人员可以就具体的内容进行重新的调

整和优化，对教学内容重新进行编辑，在调整的过程中教师还可

以让本专业其他教师、教学组长共同参与，在交流过程中不断优

化教育教学的素材，进一步从多角度进行教材的建设，实现了教

材内容的电子动态管理和优化，有利于帮助学生掌握第一手的学

习资料和最前沿的专业讯息。 

2.2 依托“互联网+”，转变教育教学思想 

互联网与高职教育的融合一直在进行，包括多媒体教室的使

用，对高职教育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互联网+”是一个全

新的概念，互联网+高职教育的思想也为高职教育带来了新的变

化和新的发展思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药切实转变传统的教学思

路和思想，不断优化教育教学的内容，把握互联网+教育的精髓，

注重教学互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把握“互联网+”的教育

思想，切实围绕自身教学方法等进行调整和优化，不断推进自身

教育教学能力的提升[2]，如近些年，高职教育中不断推行网络化

教学平台，特别是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实践课中，通过利用“互联

网+”的技术，将实践课教学从单一的教师教学转为了企业技术

工在线教学，有企业一线人员在异地通过网络开展教育工作，通

过网络教学的方式实现了异地教学的目的，学生观看到的内容不

是已经录好的视频，而是异地实操，学生遇到不懂的问题可以直

接询问老师，寻求教师的帮助，这样的教学效果与传统的方法相

比，效果更加理想，也符合当前高职教育互联网+教育思想改革

的方向和要求。 

2.3 依托“互联网+”，打造教育新品牌 

“互联网+”背景下，教育资源出现了新的特征、共享成为

了教育的新内容，因此高职院校在发展的过程中应积极利用“互

联网+”的优势，打造教育新品牌。具体来说，“互联网+”背景

下，高职教育应积极打造网上公开课，通过网络为学生提供优质

的个性化课程内容，转变传统课程只能在教室完成的思想，为学

生打造个性化的课程服务和内容，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打造

教育新品牌，需要高职教育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坚持做好网

络公开课内容，打造有特色、有优势、成熟的特色品牌，坚持知

识共享、分享的原则，树立高职教育新品牌，这也是“互联网+”

的未来发展趋势。在树立网络高职教育品牌的过程中，一方面，

学校应有选择性的对外输出一些教育内容和资源，特别是一些公

开课、优质课，供给社会人士学习和了解，提高学校在社会的美

誉度，另一方面，要坚持做好对内公开，让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学

习到更多知识和内容，打破院系和专业的壁垒。 

总结 
“互联网+”背景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单一的专业人才

转为了综合性人才需求，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必

须要坚持一专多能的发展目标，利用“互联网+”的教育优势，

努力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知识内容，提升学生学习能力

和学习参与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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