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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高校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探索 
黄艳梅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摘要：随着互联网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高校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互联网的运用已发展为常态，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师应当运

用互联网去改善教学模式。基于此，本文将首先对“互联网+”进行简要的概述，然后以“互联网+”为视角去分析高校英美文学课

程的教学问题以及运用互联网的重要意义， 后从五个角度着重探讨结合互联网的教学路径，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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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的英美文学课程主要以阅读、欣赏、批评和创作英美文学

作品为主要内容，要求学生掌握阅读英美文学原著的能力，能够从

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去剖析英美文学作品，对英美文学的历史

发展过程有清晰的认识，并能仿照英美文学的各类创作手法去进行

文学创作。为了提高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教师应贯彻“互联网+”

理念，在教学过程中运用互联网来达到一系列教学目的。 

一、“互联网+”概述 

“互联网+”指的是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社会的创新形态的推动

下，基于互联网技术、资源和平台所发展起来的新业态，其核心是

“互联网+传统行业”，即实现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融合、渗透，在

医疗、档案整理、社区管理、人事管理以及工程建筑等诸多传统行

业中，互联网都已显要地展现出了其巨大的优势，推动了各传统行

业的转型发展与创新进步[1]。对于教育事业亦是如此，在中小学教育

和高校教育中，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由于互联网而大大丰富，以互

联网为基础的教学模式越来越成熟，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 

二、教学问题刍议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部分高校的英美文学课程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依然恪守于传统理念，不经常使用互联网技术去丰富课堂，

只是利用 PPT 去制作课件，在班级群里发布作业公告等，极大地限

制了互联网技术在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上的发挥，教学材料都集中于

教材，导致不少学生都对英美文学提不起兴趣。此外，部分教师在

贯彻“互联网+”的教学理念时，又没能做到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只是按照固有套路来刻板地应用互联网技术，这同样限制了互联网

技术的优势，变相降低了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效率[2]。 

三、重要意义分析 

（一）有利于提高课程教学的效率 

高校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师如果能在教学过程中合理地运用互联

网技术，使教学内容与形式都变得更加多样、生动[3]。比如给学生播

放华兹华斯、雪莱和拜伦等英国诗人的诗作的诵读视频，给学生展

示改编自英美文学原著的电影电视剧片段等，那么学生的学习热情

就会明显增强，学生会更容易对英美文学产生阅读、鉴赏和批评的

兴趣，从而能显著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专注度，学生对问题的思考

和知识的探究将会更加深入、沉浸，继而能促进英美文学课程教学

效率的显要提升。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 

通过运用互联网技术来优化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服务，学生的

文学素养将取得稳定提升。首先，学生在课堂上的思维会更加集中、

深入，从而其对英美文学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刻，能够从社会、哲学、

情感、历史、美学和艺术等多种视角去剖析英美文学作品，更加广

阔和深入地把握文学尺度。其次，在互联网资源的帮助下，学生对

英美文学作品的阅读量会明显上升，其阅读经验和鉴读能力都会随

之提高，对英美文学的感受力会增强，从而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

文学素养[4]。 

四、教学路径探索 

（一）转变教学理念，构建翻转课堂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传统教学模式已不再适用于大多数

的高校课程教学，结合互联网技术与传统教学模式已成为教育方式

发展的必然。对于高校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师而言，其应当顺应时代

趋势，及时转变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互联网技术来优

化教学服务，丰富教学形式，延展教学内容，将英美文学课程知识

以更加多元、立体和形象的方式传递给学生。此外，教师还需要在

“互联网+”的基础上去构建翻转课堂，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

地位凸显出来[5]。比如在给学生讲解如何分别从美学视角和叙事结构

视角去批评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时，教师可以让学生

在手机上编辑文字，将自己的评论发送至班级群中，从而使每个学

生都参与到文学批评实践中，并及时检阅学生的水平和想法，以此

来实现课堂的翻转，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二）基于新媒体平台拓展教学空间 

为了提高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课程教师可以在“互联网+”

视域下丰富教学形式，基于新媒体平台去拓展教学空间，将教学过

程延伸且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为学生提供多元化、信息化的

教学服务与学习渠道。具体而言，教师首先要关注学生 经常使用

的新媒体平台，尤其对于抖音、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火热的新媒体，

教师要多加了解，掌握这些平台传播信息的方式与信息特征。在此

基础之上，教师要将英美文学课程的部分内容整合成适用于各新媒

体平台的素材，比如在微博上，可以是图文结合的英美文学家作品

简介、生平履历和文学观点；在抖音上，则是碎片化、系列化的微

视频，内容可以围绕英美文学史而展开；在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是

英美文学的原著节选段落，并附上译文，以此来发挥出“互联网+”

的教学优势，增强课程教学的效果[6]。 

（三）推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高校英美文学课程教师应当推动教

学模式的转变，将传统的线下教学形式与智能化、数字化和网络化

的互联网技术平台有机结合在一起，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以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推动课程教学效率的显著提升。以文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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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时期英国文学的教学为例。在课前阶段，教师要通过线上学习平

台给学生布置预习作业，为学生提供预习资料，包括意大利文艺复

兴运动的兴起、人文主义思潮、宗教改革运动及其影响、伊丽莎白

时代的戏剧与诗歌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作家的生平及其作品特

点等基础知识，让学生利用电脑软件制作思维导图，将这一系列基

础知识点串接起来，并发送给教师。 

在审阅过学生的预习作业之后，教师就要对课中教学方案进行

相应的调整，针对学生的薄弱点来更变教学重点，以提高课中教学

的实效性。到了课中阶段，教师要充分利用线下教学的优势，积极

与学生展开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并组织学生之间进行合作探讨，以

此来活跃课堂氛围，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并促使学生快速进入深度

思考和自主学习的状态。比方在讲到文艺复兴运动的背景时，教师

可以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探讨宗教改革运动对英国文学创作风

格的影响，并在讨论结束之后让其派小组代表上台作出总结[7]。此外，

教师还要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去优化课堂，比如在讲到莎士比亚的

十四行诗时，可以给学生播放名家朗诵的音频或视频。到了课后阶

段，则与课前阶段相仿，要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给学生提供电子

参考资料，利用私信给学生布置有针对性的作业，对其进行一对一

的作业指导与批评，以提高学生做作业的效率。 

（四）渗透德育、美育以及思政教育 

在高校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带领学生学习英美文

学史，品读经典英美文学作品，还要结合英美文学去渗透对学生的

美育教育、德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美育教育能够哺育学生的心

灵，陶冶学生的艺术性情，激发学生对生命的向往和对生活的热爱，

使学生更明智、更清醒；德育教育能够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强化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推动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思政教育可以提升

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强化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的理解，坚定学生

的爱国信念，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从而，学生将取得全面发展，

这与新时代的育人需求相契合，应当为教师所重视。 

基于此，高校英美文学课程教师就要结合英美文学作品来加强

渗透对学生的德育、美育及思政教育，特别是要针对网络舆论环境

对学生的影响去设定教育方向，设计教育内容。比方说，在讲到美

国作家梅尔维尔的《白鲸》时，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给学生穿

插播放纪录片《蓝色星球》，使学生对海洋生物有更确切、更具象和

更生动的认识，从而在品读《白鲸》时更能感受到梅尔维尔的文字

的韵味，更能捕捉文字所编织的画面感，以提升学生的审美水平。

再比如，讲到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动物农场》时，教师可以结合中

国革命历史来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给学生播放《四渡赤水》《大决战》

《长征》等影像视频，使《动物农场》中所蕴含的革命思想得到升

华并得以具象化，以增强学生的社会主义信念，降低网络舆论中有

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学生的不良影响。 

（五）加强在文学批评与创作上的实践教学 

学习文学，就离不开实践。学生不能只是驻足于文学理论，只

知道阅读和欣赏，却不去做文学批评和创作。在“互联网+”时代背

景下，高校英美文学课程教师应当基于互联网技术去极力加强在文

学批评与创作上的实践教学，有力督促并合理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批

评与创作，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深度挖掘其文学才能，使其对英美文

学的理解更加精深、通透，使其能够在做文学批评与创作的过程中

在文学互文性的作用下领会英美文学作品的情感内核、文化结晶和

创作心路。为此，高校英美文学课程教师要安排好理论与实践课程

的课时，协调好二者间的比例关系和承接关系，同时运用好互联网

技术去促进实践教学效率的提升。 

具体而言，教师首先要将文学批评与创作理论的教学日常化，

通过互联网平台渗透在学生的上网过程中，比如在微信公众号、班

级群、抖音和微博等平台上日常推送关于文学批评与创作的理论学

习资料， 好以碎片化视频和总结性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诸如布

鲁姆、伍德、弗莱、荣格、尼采、桑塔格、博尔赫斯以及纳博科夫

等人关于文学批评的著作，以及 丏老舍、鲁迅、朱光潜、夏 尊、叶

圣陶、毛姆以及麦基等人关于文学创作的著作，对其剥茧抽丝，提

炼其精华，夯实其在文学批评与创作上的基础。 

其次，教师要结合教学进度，给学生布置关于文学批评或创作

的课后作业，或者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做文学批评或创作。比如在讲

到英国作家弥尔顿的《失乐园》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以我

国的神话传说故事为背景，仿照弥尔顿的手法去创作一篇长诗，将

神话故事描述清楚，同时要有深刻的思想与饱满的情感蕴含其中。

教师可以先行利用多媒体设备给学生播放几段我国神话传说的动

画，以激发和哺育学生的灵感。再比如，讲到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

《愤怒的葡萄》时，教师可以给学生布置文学批评作业，让其以我

国的革命战争为视角，分析这部小说中所体现的革命思想，并阐述

其社会意义，同时将作业上传至线上学习平台，供教师审阅，提出

指导意见，以此来充分锻炼学生在英美文学上的实践能力。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高校各专业课程的教

学模式都需要随之发生转变，朝着线上化、智能化的方向前进。在

高校的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中，教师应当转变教学理念，构建翻转课

堂，基于新媒体平台拓展教学空间，推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渗透德育、美育以及思政教育，加强在文学批评与创作上的实践教

学，从而充分发挥出互联网技术在教学上的优势，激发学生对英美

文学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的效率，全面促进课程教学质

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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