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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背景下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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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时代国家信息战略规划指引下，教师合理利用网络信息传输的便利性和灵活性，掌握学生在课堂中的

学习状态，通过探索多种学习兴趣激发、平时小奖励以及期末再奖励等措施来充分调动学生上课听讲的积

极性，同时结合课堂讲授知识与前沿应用拓宽学生知识面，教师积极参与课堂师生互动，提升整体课堂教

学效果。以上措施完善了日常课堂教学改革各个重点环节，为高校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提供了借鉴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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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普及以及现代信息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信

息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在教育方面，如

何在信息化浪潮中实施行之有效的课程教学方法改革，已

成为当前各级教育管理者以及教师面临的共性问题。与传

统教学手段相比，信息化的教育模式依托现代互联网技术

手段，可以方便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化，极大提高了课堂资

源的广泛度，有效提升学生学习知识的便利性。但同时在

网络信息化课堂教学过程中，也会伴随各种课堂教学过程

中不可控制的因素和教学监管上的弊端。例如，①教师通

过现有的网络教学资源进行授课，缺乏知识点之间的串联

讲解环节，特别是理工类理论课程中缺少了公式推导以及

书写过程，导致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只停留在观看层面，无

法达到自己书写甚至深刻理解所学知识点；②学生在网络

上课过程中主要通过眼睛观察来学习，动手的机会相对减

少，这样容易分散注意力导致上课效率下降；③课堂讲授

过程中，学生时常翻看自己的手机，关注一些与课堂无关

的信息，导致无法集中注意力聆听教师的讲解；④网络在

线课程内容更新速度无法与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相符合，导

致课堂内容与实际最新应用相脱离。 

本文以培养新时代全面发展高素质人才为宗旨，根据

上述现实中的一些不足，同时结合我们日常教学的实际情

况，提出了信息背景下改进课堂教学效果的几点工作经

验，以此为其他教育工作者日常教学提供借鉴和帮助。 

1  教师在教室中走动，及时控制学生使用手机状况 

随着现代电子科技技术的普及和飞速发展，手机、平

板电脑、游戏机等电子设备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必需品，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些电子产品出现了依

赖性。现代大学生第一次离开父母进入大学生活学习，学

习压力相对中学时期减轻了许多，同时大学生可以拥有自

己的智能手机进行沟通联系和辅助教学，其中很多学生受

到现代网络信息、游戏、视频的诱惑，逐步陷入虚拟的网

络世界中，沉溺于网络游戏而无法自拔，进而导致上课过

程中也忍不住翻看智能手机。在我们日常上课过程中，就

经常发现学生上课期间使用手机做一些与课堂内容无关

的活动，这严重影响了其上课的注意力，很多学生由于自

控能力差导致期末考试不及格，受到学校学业预警警告，

严重影响了其在大学期间的学习进度。为了避免上述课堂

中学生频繁使用手机的问题，教师在上课过程中要及时在

教室内巡查学生的听讲情况，并且对于不集中精力听课的

学生加以提醒，这就要求教师经常在教室中走动检查学生

的学习状态并加以制止。通过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才能

让学生摆脱手机依赖症，重新回到认真听讲的轨道上。 

2  适当在课堂中给予学生物质奖励，激发其学习兴

趣 

课堂教学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具

有核心作用，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其中的主要目

标。我们借鉴了现在大型培训机构的课堂教学策略，借鉴

当今流行的课堂教学互动模式，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及时

给予物质奖励，如棒棒糖、小积分卡片、增加平时成绩等，

积极引导学生学习。在前面几个学期的课堂试验中，我们

发现学生在课堂表现活跃，积极回答老师的提问，并且跟

老师进行及时互动，有不懂的问题在课间与老师讨论，另

外积极对所学知识进行总结及汇报，最终使学生掌握了本

门课程所学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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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末奖励全优学生，鼓励其后期继续努力 

对学生学习积极性奖励贵在坚持，如何让学生在轻松

的课堂教学环境中长期保持较高的学习积极性变得尤为

重要。平时表现好，思维活跃的学生在学期末的总积分情

况就会展现出来，有必要对整个学期综合表现优秀的学生

进行鼓励和肯定，从优秀的学生中挑选出表现前 2-3 名的

同学进行物质奖励。例如，我们在前面几个学期教学过程

中，奖励综合成绩前 2 名学生电影票，以此鼓励其他学生

在后续学习过程中更加努力，获得任课教师的认可。通过

几学期的试验，学生的考试成绩相对以前都有了大幅提

高，以公共基础课“大学物理”为例，在实施了奖励政策

后，学生平均成绩相比以前提升了 5-10 分，说明学生在

物质奖励的刺激下表现出积极学习讨论、认真听讲、按时

作业等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至于采取何种类型的激励措

施，这完全由任课教师来定夺，体现出教师可以灵活的选

取不同的材料和教学模式来提升教学效果，为师生共同进

步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4  强调课堂学习的内容和现实应用，扩展学生学习

思维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服务社会，将所学知识应用到与专

业对口的各行业中，在课堂中结合现实应用及时更新教学

内容已成为当今社会普遍认可的教学新模式。随着人工智

能和 5G 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学习知识与应用的联系越

来越密切，因此，教师也应当与时俱进，及时补充和更新

自己的知识构架和教学内容，在课堂上充分与学生进行沟

通和讨论，引导学生接触最新的技术和应用。另外也可以

通过师生角色互换,让每位学生都可以充当教师的角色，

给予学生更多自主权和展示自我的机会，使得倾听者学到

了新知识,讲授者也巩固了所学知识。这样既锻炼了学生

的口语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又拓宽了教师备课的思路，

这种采用面对面讨论与拓展的教学互动模式既提升了教

学效率，又加深了师生互动的鱼水情，从效果上真正实现

了教学相长。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信息时代背景下，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

模式提高学生上课听讲的积极性，从整体上提升课堂教学

效果。本文主要从如下 4 个方面进行改革创新：适时掌握

课堂中学生的学习状态，严禁学生课堂上使用手机；积极

探索多样化奖励和激励措施来激发学生的上课积极性；在

学期末追加全优生的奖励，来鼓励学生后续的学习和生

活；在课堂中及时将课堂知识与现实应用相结合，拓展学

生的视野，为将来进入社会打好基础。通过以上措施，完

善日常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在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的

同时，最终达到提升课堂教学改革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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