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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网络环境下高职语文教学问题分析
倪燕燕

（南京商业学校　江苏　南京　210036）

【摘　要】在我国当前的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互联网已经广泛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与学习中，对于高职院校的教育发展也

不例外。为了推进高职院校的语文教学发展，需要语文教师找到信息化时代和教学的平衡点，从而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来有效提高

语文教学水平与质量。本文主要探究在网络环境下高职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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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的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对教育事业也产生了巨大影

响，在高职院校的语文教学中，由于互联网中的信息比较繁多

复杂，不仅包含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同时也有很多不良信息充

斥在学生的眼帘里。那么这些也会直接影响学生的思想品质和

人文精神，因此作为高职语文教师有必要深入研究语文教学的

质量，促进高职语文教学健康有效发展。

一、网络环境对语文的影响

（一）网络环境下，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较弱

网络上的信息包罗万象，其实就像一张大网，其中饱含古

今中外、以及很多领域的知识与直观信息，因此对于学生而言，

其诱惑十分巨大。但是这一现象有利有弊，可以说是一种幸运，

也是一种不幸。比如，很多学生所完成的作业，往往可以通过

网络来查找一些与之相关的信息，甚至可以是非常便捷的直接

进行复制粘贴，简单又轻松而且根本不需要动脑思考 , 这直接

致使学生会渐渐失去自我思考的能力 , 思维越来越愚钝，语境

也逐渐被破坏，会使更多学生失去语言修饰能力和语言表达能

力。并且现代很多人几乎不用笔来写文字，只需要动动手指打

开办公软件，操作 Word、用微信 QQ 发消息和邮件即可，这时

再重新拿起笔的时候，却发现会写的字在逐渐减少 , 会用的词

语也不多，文字毫无修饰与美感，甚至错别字连篇，运用母语

的能力不断减弱 [1]。

（二）网络环境下，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退化

目前很多“网络文学”的网络门槛低较低、作品较杂，监

管不足等，由此出现了很多低俗、暴力、色情等网络作品，传

播的是一种不负责任和低劣的人生态度与错误的价值观，这种

十分低劣浅薄的思想直接影响学生的人格与道德修养。并且不

难发现如今的很多网络写手并不是专业的作家，作者的写作水

平良莠不齐,非常容易出现行文不规范、语言表达错误、浅薄，

甚至还有很多错别字的情况，另外，这一部分网络写手大部分

比较年轻，思想浮躁、价值取向错误，因此影响了学生的语言

也比较浅显，与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博大精深完全相悖，必然

导致学生的文学语言审美能力有所退化。

二、高职语文网络教学所遇到的问题

第一，虽然网络资源的丰富 , 但是信息量比较大，还是会

有一部分同学感觉到迷茫，无从下手。因为学生长期在传统教

育下进行学习，并不适应这种上课方式，所以会有一部分学生

失去学习兴趣 , 找不到学习方法，由此就容易出现两极分化的

现象，使不习惯的学生出现恶性循环的学习状态，而教师授课

的方式井然有序，也容易忽视这部分学生 , 不能及时的帮助其

解决问题，久而久之，学生也会渐渐迷失在网络海洋中。

第二，网络所呈现出来的直观形象是一把双刃剑，网络为

人们带来的便利大大削弱了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与时间，轻点

键盘和鼠标答案就出来了。从前学生在读一段文字时，可以在

语言文字中想象遨游，而如今非常直观的网络文字与图片，可

以就主观定义这一场景，从而使学生失去自主思考的能力。

第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课堂教学时间十分有限。教师

按照原本的课时计划，将教材内容与教学任务完成，本就十分

紧张，因此，教师不可能让学生将查询相关教学资料的时间放

在课堂上，学生在课堂上能够自我能支配的时间也少。如果不

严加管理学生的上网时间，就会在管理学生方面带来很多问题。

如此下去，高职院校的语文网络教学情境就会变得比较异常。

三、提高高职大学语文教学效果的应对措施

（一）完善教学理念，重建知识结构

从教师方面来看 , 教师作为学生的引路人应该提高自己的

终身学习意识与教学能力。在现代社会中，教师对于学生而言

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再是过去传统教育理念中的“一桶水”的

需要 , 而应该作为学生学习知识的“源泉”。因此教师需要坚

持不懈的立足于追求真理和知识，站在更高的网络知识平台上

开阔眼界 , 从而促进知识体系的进一步更新与发展 , 以此来获

得学生的认可与信任。事实上，教师自身教学能力和与时俱进

的教学思维，都是教学质量的重要体现，基于此，网络环境下

的网络语言与文化才能显示出并不是完全的糟柏。

（二）要以学生为主导的教育路线进行教学

师者，所谓传道受业解惑者也。作为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

授道理，还要答疑解惑，然而在当代，大部分教师都是在唱独

角戏，学生只是被动的听众，与教师和同学之间缺少沟通和交流，

因此学生即使有疑惑也无法高效解决。并且大部分学生也不愿

意与教师分享自身的不同看法，学生与教师之间始终存在一条

鸿沟。那么要想跨越这道鸿沟，就需要教师由演奏者变为伴奏者，

与学生建立全新的交流关系，以此来成为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

人。语文教师在这种网络时代下坚持以学生为主导的教学路线,

才能不被这个信息网络环境所淘汰。

（三）教师培训，与时俱进

网络环境下的高职语文教师，必须要做到与时俱进，高职

院校要对其进行集中培训，提高教师的信息使用技术。例如，

重点掌握将网络资源与应用相整合 , 合理利用网络来突破时间

壁垒，从而加强语文教学质量。并且教师应该作为引路人 , 要

正确引导学生如何通过网络来获取更多健康、有使用价值的资

源，帮助学生正确运用网络，比如，为学生推荐学习软件、通

过网络平台创建班级群等，为学生提供给自由交流的平台 , 加

强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主观思维，教师可以据此及时为

学生提供网络整合的资源 [2]。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网络环境下，不能将网络中对高职语文教学

质量产生的消极影响都怪罪在网络本身上，而是作为语文教师

应该想对策去消除不良影响。需要语文教师转变传统的教学思

想，提升运用网络教学的能力，尊重学生个性思维，正确处理

好语文与网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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