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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环境下“信息化教学”思考与启示
曾　羽

（广西工业技师学院，广西 南宁 530033）

摘要：2020 年国内各类学校根据实际需要纷纷开展了利用

互联网为媒介的网络线上授课。互联网环境下的线上教学成为信

息化教学实施的主要手段，成为教师、学生热议的话题。线上教

学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未来发展方向？线上教学是否能理解为课

堂教学的简单网络化？课堂到了互联网上，学生的管理跟上了

吗？……各院校逐步恢复课堂面授的当下，我们应该对这些问题

进行反思和回顾，并从中寻找信息化教学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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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化教学现状分析

（一）传统多媒体教学与互联网的碰撞

传统的多媒体教学一般是去到一个名为多媒体教室的地方，

学生们端坐座位上，教师打开投影仪，将自己的屏幕投射到一块

巨大的幕布上。电脑 + 投影设备 + 幕布的组合构成了我国乃至世

界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经典信息化教学场景，该场景用以实现信息

的分享、交互等目的。

进入互联网时代，对于许多教师而言，信息化教学场景无非

是增加了一条网线，实际并无本质改变。

（二）国家层面政策对信息化教学的要求

2010 年，教育部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其中第十九章五十九条提出：“到 2020 年，基本

建成覆盖城乡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信息化体系，促进教育内容、

教学手段和方法现代化。”

历史令人惊诧的巧合。2020 年，以互联网为媒介的信息化教

学手段成为各类院校的教学的主要形式，各个院校猝不及防间迎

来信息化大考。

2020 年 3 月至今，经历了全民网课的大时代变化，我们是否

应该问一问：信息化教学，在互联网时代到底应该怎么做？

（三）硬件层面对教学的制约

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99.6%；

使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电视和平板电脑上网的比例分别为

34.6%、30.8%、25.6% 和 24.9%。其中，未成年网民中，使用手

机上网的比例为 92.2%，拥有自己手机的比例为 65.0%。学生群体

互联网接入终端主流为手机，拥有可移动性、可利用碎片化时间

等便利的同时也天然带来屏幕小、易分心、无法和教师同步使用

通用 PC 软件的问题。

二、通过互联网教学实例发现问题及可能的解决方法

通常所说的线上教学实际是基于互联网环境下的一种信息化

教学手段，是“互联网 +”时代下必然的教学选择，也是一次对

所有学校的信息化成果考核，本次考核，学校、老师、学生实际

都没有做好准备。实事求是的说，大多数人成绩都是不合格的。

（一）现行授课时长不适应信息化教学，建议线上教学课时

定为 25 分钟 / 节

现行中学阶段授课课时一般长度为 40-45 分钟 / 节，从小学

到大学阶段，我国各级院校统一采用该标准进行课堂教学，这一

标准在传统课堂教学中是合适且有科学依据的，师生实际上对这

个课时长度较为适应。但是，信息时代开展互联网线上授课，45

分钟的课时标准不能满足教学需要，教师的课堂发挥、学生的精

力分配等情况在新技术环境下不足以支撑起连续 45 分钟的网络课

堂学习。

2020 年 5 月 20 日 -2020 年 5 月 22 日期间，作者本人进行了

多次网络线上教学，当大部分学生出现明显反馈迟缓，互动不积

极的情况则停止线上直播授课进入休息时间。具体操作上将线上

授课根据学生情况分为多段开展教学活动，完成线上教学工作后，

从软件后台提取相关学生表现数据，将数据进行整理汇总后，最

终得到以下图表：

图 1 单次课观看时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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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据汇总表

班级人数 参与直播人数 参与直播人次 平均观看时间

43 人 38 人 201 人次 25.1 分钟 / 人·次

从图 1 看，绝大部分学生实际在线观看时长在 20-30 分钟，

结合表 1 数据，学生每人次平均观看线上直播时间为 25.1 分钟 / 次。

从数据分析得出结论：网络授课的课堂时间缩短为 25 分钟 / 节为

宜，且需要适当拉大课间休息时间。

（二）现有学生考勤、监督机制不足以支撑起网络线上教学

如表 1 所示，本段线上教学活动期间，该班应到 43 人，实际

参与教学直播只有 38 人，201 人次。网络线上教学管理工作中存

在一些具体问题，如：对学生的学习考勤如何进行、如何控制学

生中途脱离课堂的情况、互联网环境下怎么监督学生按时到课……

网络授课过程出现学生考勤问题现有机制下只能依靠班主任，由

班主任通过互联网在线督促的方式要求学生出勤上课。学生的网

络课堂管理容易成为了班主任单打独斗、云管理学生，实际网络

教学环节中，学生课堂考勤与监督成为难点、盲点。

这个问题的出现是授课形式转变，学生管理由面对面、人盯

人的传统模式变为网络环境下松散点名形式的必然结果。要解决

这个问题，不是一个老师或一个班主任单枪匹马能处理好的，建

议各院校组织相关部门、教师、学生管理人员共同探讨，找到更

适合的管理方法。

（三）教学工具、平台没能充分应用起来

当前网络线上授课的情况来看，大多数教室使用的授课平台

为现有商用软件平台，如超星、腾讯课堂 / 直播 / 会议、钉钉……

各家软件各有优劣。但是，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由于准备较为仓促，

许多教师没能充分利用好各类互联网授课软件，上课过程经常手

忙脚乱、状况不断，学生也不得不在多个 APP 中不停切换。

这个问题通过统一平台、加强培训还是比较好解决的，关键

是要允许教师们有充足的时间开展准备工作和适应软件，学校层

面组织骨干教师开展培训学习。

三、“互联网”信息化教学的对策思考

“危机”永远是“危”与“机”并存。网络授课线上教学有困难，

但也为我们打开了信息化教学的新天地。

（一）“互联网 + 智能手机”与现行教学工作的关系

传统教学思路中，互联网、智能手机就是学习的“敌人”，

各个学校砸手机等新闻屡见不鲜，国家层面对手机在教学工作的

应用也有较大争议。社会主流观点认为：只有把以手机为代表的

电子设备与学生进行隔离才能完成正常授课。但是，当前条件下

要开展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化手段教学，师生就不得不依靠“互

联网 + 智能手机”的模式完成教学任务。整个互联网授课过程中

有确有不如意的地方，但也倒逼老师们不得不去主动适应信息时

代的变化。

当前环境下，大面积、大规模的网络教学任务使大多数教师

真正意识到：“互联网 + 智能手机”已经能利用众多的优质资源

支撑起日常教学工作，作为教书育人的一方，教师完全应该且立

即行动起来，开始探究如何利用这些互联网丰富的资源、技术、

手段为教学活动提供支持。

5G 时代已经到来，智能信息终端的普及无可回避；避不开，

改变现有思路，我们应该主动出击，把我们的东西填充到学生的

手机上去，让手机成为我们教学的“伙伴”。

（二）不必追求一步到位，不妨先用起部分

利用互联网资源开展教学活动，各院校确实存在许多现实的

困难，如网络带宽不足、授课技法待改变、学生管理存在困难……

套用一句俗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真正在教学工

作中一步到位全面实现信息化课堂可能有相当难度，但是“互联

网 +”教学的模式中使用的一些方法、手段可以较容易的先行引

入课堂教育教学实施中，如：网上作业布置和批改、网络签到和

点名、网络班会、在线教学资料分享与学习……现行教学与互联

网授课的冲突点一次性全面解决在当前条件下不太现实，但逐点、

逐步解决各个难点还是可行的。

综上所述，互联网的发展正在并将继续改变我们的时代。“互

联网 +”教育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互联网技术对教学环节的渗透已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

的工作方法和手段，对教育工作者提出新的挑战。在困难中前行，

拥抱信息新时代，迎接新变化，我们的教学工作才能进一步发展；

抱残守缺、惧怕新事物才是我们个人甚至教育的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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