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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环境下高校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的挑战与应对
曹　明　李宸锋

（中国矿业大学，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互联网环境对高校教育教学带来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无论是从教学模式还是教学互动关系上都面临适应与调整，从而

深入影响高校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当前互联网环境对高校传统

教学模式解构存在重形式轻过程、重灌输轻互动、重部分轻多数

等矛盾与痛点，应着力推动完善课程双监管体系，发展双主体课

堂教学模式，健全课堂全员互动教学体系与互联网平台建设，从

而促进互联网环境下高校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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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十四五”发展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

“要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人

才支撑”。互联网环境带来了新兴技术、网络教学资源和信息技

术支持，高校教学模式与教学互动关系在互联网环境下发生着深

刻的变革与重构，世界各国高校正在抓住互联网环境带来的机遇，

尝试在互联网这一巨大助力下推进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提升高校

教育教学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在教师节的讲话强调，要“积极探

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教师育人本领”，这就要求高

等教育院校依托互联网环境，探索新型教学互动关系与教学模式，

寓教于学，促进教与学双主体同步提高，提升高校教育教学质量。

一、互联网促进高等教育教学变革的研究现状

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倡议并率先启动的开放式课程计划（Open 

Course Ware，OCW）引领了史上从未有过的开放教育资源运动，

深刻而持久地影响了全球教育领域。美国国家教育技术专家组成

员、哈佛大学教育技术和学习科学教授 Chris Dede 认为：“当下

教育必须转换课程安排和学习方式，信息技术在教育变革过程中

发挥着‘杠杆’作用，通过与教育各个方面的紧密结合能够‘撬动’

整个教育系统，使用新的信息技术创设一个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

育系统。”

互联网环境对高校教学的影响不可忽视，有研究者提到“目

前 ' 互联网 + 教育 ' 逐渐成为一种流行，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借助

互联网的便利性来进行教学，同时这也对高校传统的教育造成一

定的冲击”。这种冲击可以从高校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创新教学模

式中看出，张楠的研究中讨论了“互联网 + 教育”的几个典型案例，

如慕课、可汗学院、翻转课堂等，还讨了“互联网 + 教育”的变

革趋势。而这种冲击不仅局限于技术层面，更能体现在教育体系

以及教育理念层面，影响高校教学质量。张岩解析了“互联网 +”

这场浪潮带来的不仅仅是教育技术的变化，更是对学习、教学组

织方式的冲击及由此给教育理念和体制带来的深刻影响，这种深

刻地影响会长久发展并且最终变为实际运行模式。平和光，杜亚

丽分析了“互联网 + 教育”成为可能的原因，并分析了“互联网

+”的教（尊重学生个体差异，满足学生个体化需求）和学（变革

学习方式），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应该尽可能引导与促进“互联网

+ 教育”模式的正确落地。许世华认为，高校教育与互联网环境

深度融合可以推动教育观念变革、教学形式和内容创新，同时互

联网环境对于高校课堂是一把双刃剑。侯凤珍认为，互联网的普

遍性和共享性为学生的学习带来许多方便的同时，也使教育遭遇

巨大的挑战，在互联网环境下，完成高校教学改革的路径探索尤

为重要。朱建邦认为，高等教育应当积极应对“互联网 + 高等教育”

发展中不断涌现出的新机会和新挑战，促进高等教育信息化的高

质量发展。

二、互联网环境对高校课堂教学的影响

互联网环境是指在高等教育教学活动所面临的教学资源、信

息服务、人际关系等一系列具有互联网属性的外部环境条件。这

些互联网外部环境条件促使高校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手段

做出相应的改变。教学，从真正意义上讲，是教与学两个方面的

对立统一，是教师的讲授和学生的学习通过各种方式相互作用的

过程，在普通高等院校的教学体系中研究互联网环境对于高校课

堂教学的影响过程、揭示内在规律，从而提升高校课堂教学质量，

是当前高校教学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

其一，互联网环境是高校教学模式变革的重要推动，是提升

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变量。用互联网思维建设未来学校，将会打

破封闭的办学体系，突破校园的界限，打破传统的教学结构，打

破固化的学校组织形态。面对社会变革的大形势、大趋势，以及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高校课堂教学应与“互联网 + 教育”

大趋势相适应。高校教学应与时俱进，积极响应社会对于互联网

变革教育模式的期望，不断探索先进的互联网技术与高校教学相

结合的实现路径。

其二，互联网环境正在深刻改变高校教学互动关系，是影响

高校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教育教学活动的本质是教与学的

互动关系和相互作用，高等教育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以人为本”，

教学过程的本质是教师与学生的沟通过程，体现为师生“双主体”

的互动关系。互联网环境改变了“教”与“学”之间“教师主导 -

学生接受”的传统互动关系，教师教的对象打破了时空的限制，

同样学生学的对象也破除了时空壁垒，多元化、去中心化加速了

知识的流动，提高了教学的效率与质量。

其三，互联网环境极大丰富了教学内容与形式，是高校课堂

教学质量提升的有力武器。互联网环境下，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

教学手段与教学形式，为高校课堂教学带来了全新可能，它不仅

赋予了传统课堂教学在创新性发展、创造性突破的新机遇，同时

不断在寻觅与探索高校课堂教学的新方法和新形式，为高校课堂

教学质量提升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三、互联网环境下提升高校课堂教学质量的矛盾与痛点

尽管互联网环境对高校课堂教学质量有重要推动作用，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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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颠覆了传统教学模式，带来了问题。学生个体因素与在线学

习成绩无显著相关。传统教学模式向新模式的转变复杂且充满不

确定性，学生自我管理不足。互联网推动教学改革需要科学体系

和设计。然而，受环境、制度和需求等多重制约，高校“互联网

+ 教育”仍在提升教学质量过程中面临矛盾。课堂“形式”过多，

忽视教学“过程”，教师“灌输”仍多于“互动”，而且课堂参

与不均，公平教育问题尚需解决。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应深入

研究互联网教育应用，综合多方因素，推动高校课堂质量提升。

（一）重“形式”轻“过程”

高校课堂具有多样性，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课堂内容对课堂

互动关系与教学模式提出了不同的需求，这就要求教学模式与互

动关系变革“因课而动”，发挥互联网功能的跨时空性与多元化

的优点，避免教学过程同质化，防止死板改革，拒绝课堂形式千

篇一律。当前课堂教学模式偏重教师讲授而降低学生在课堂中参

与的比重，互联网环境带来高校教学在课堂容量与课堂知识量上

大幅提升，但同时使得学生课堂参与度减少，课堂缺乏教学互动，

高校缺乏双主体教学模式建设，这一现象一定程度上滞后于高校

课堂教学的改革和发展的现实需求，存在形式化教学改革的现象。

（二）重“灌输”轻“互动”

传统教学方式以教师灌输学生接受为主，学生所学大都来自

于教师灌输的内容，这种传统教学互动关系已经不符合当今时代

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时代呼吁教学互动关系转变，而如今互

联网已然成为当前促进我国高校教学改革的关键变量，使得这一

状况有望在互联网解构下发生改变。互联网环境深刻地改变了教

学的互动关系。教学过程互动关系又包含互动本体、互动水平、

互动模式以及互动质量等不同方面，互联网环境对于教学互动关

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是受限于学生基数大、教师精力有限、

课堂时长限制等主客观原因，传统教学模式未能产生重大突破性

进展。

（三）重“部分”轻“多数”

教育公平作为高校教学发展的根本要求，一直是党和国家关

心所在，人民群众关心所在。当前高校课堂容易被少数积极学生

垄断，部分学生自身积极性外加教师关注，容易产生课堂时长与

教学资源向这部分学生倾斜，进而使得本身由于性格或其他原因

在课堂上本不善于表现自我的学生受关注度降低，从而使得这部

分学生学习积极性降低，逐渐淡出课堂，这种垄断式的课堂互动

关系不利于建设公平教育体系与新型教学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降

低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与课堂参与期望，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

保障教育公平成为亟须解决的痛点之一。

四、互联网环境下提升高校课堂教学质量的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促进教育公平。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各方面教学改革，对于

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的改进都有积极影响，但同时也

存在不足。互联网环境下的高等院校教育教学改革必须紧密结合

实际，关注“双主体”课堂建设的巨大效用。

（一）推动课程双监管体系完善

教育教学具有双主体性，教师与学生缺一不可，学生学习存

在抵抗心理与被动心理，互联网环境推动教学模式与教学互动关

系改革需要经历潜移默化的过程，这就要求教师注重课堂互动与

实际效果，推进教育公平建设。因此需要建设对教学双主体的双

监管机制，推动教师方面评价体系发展，将课堂中新互动关系的

融入程度纳入考评，推动师生互动，健全考评体系与考核规则，

加强学生互动积极性与转变自主性。

（二）发展双主体课堂教学模式

而互动混合式教学借助互联网平台和信息通信技术，将

MOOC、微课、翻转课堂等热议的网络教学模式与传统课堂面对面

教学的优势相结合，弥补传统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如“翻转课堂”，

减少课堂中繁杂教学内容，保留学生自主学习部分，将课堂还给

学生，建立与高校课堂教学相关的系统化、长效化的学习体系，

通过解放课堂时间，实现互动容量扩大。一方面重视教师在课堂

前的任务布置与完成度检查，将其作为学生课堂参与度评价的重

要内容。另一方面在课堂过程中，继续课前学习成果的转化，鼓

励学生在课堂互动中应用所学知识，提出对应问题并讨论，对课

堂内容进行实践与再学习，深化发展学习成果，并将其中学生讨

论获得的优秀内容纳入课堂教学范畴，实现教学互动成果的推广

与再运用。

（三）健全课堂全员互动教学体系与互联网平台建设

设立完善互动制度，将互动流程规范化，避免无用时间挤占

课堂互动环节。树立改革指向标，着重推进互联网教学互动平台

建设，强化学生学习自主性，促进教学资源共享，学生互助内部

互动，教师指导师生互动，充分利用课堂与互联网资源，利用“互

联网 +”的思维方式和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智能、

高效的课堂，实现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应用，促进学生的智

慧发展，建设互联网教学互动平台，实现课后教学去中心化互动，

实现课前课后互动不停止，启发学生积极性，提高教师对多数学

生关注度，从而起到提升教学质量的实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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