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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语文”课堂教学刍议 
◆徐  兴 

（六安市金安职业学校  安徽省六安市  237192） 

 
摘要：“互联网+”真正进入课堂，,是当代教师承担新使命。“互联网＋

语文”教学模式带来了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一系列变革，

教师要尽自己全能，让语文课堂教学呈现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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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互联网+”是互联网思维的实践成果，为改革、发展、

创新提供广阔的网络平台。学习内容自己定，一张网、一个移动
终端，学生数不限，这就是“互联网+”教育。在风起云涌的“互
联网+”理念引领下，语文教学迎来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而
“互联网+语文”对课堂教学将产生怎么样的影响？本人用自身
教学实践，谈谈“互联网+语文”对中学语文课堂教学带来的新
变化。 

（一）打破了语文教学空间、时间的封闭性，变成了开放性。
“互联网+”教育时代将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时代，各种教学资源、
教学视频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学习 APP 进行发布，学生在任何
联通网络的地方都可以上网学习，利用通讯软件向辅导老师咨询
课业问题，教育将不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作为语文教师，
要学会利用互联网--备课、授课、线上和线下互动等新的教学手
段。因此，教师做“终身学习”的带头人，积极参与教研，无论
是“晒课”、“微课”，还是“教育教学论文评选活动”等都要踊
跃参加，这既是学习机会，又是展示自己教研成果的平台，更是
向同行相互交流学习、取长补短的平台。 

（二）教育观念的改变，教学中的师生位置真正发生了改变。
“互联网+”给教育带来的最大改变，不仅是技术上的革新，更
重要的是让教育有了“人的维度”，真正以学习者为中心，真正
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个性化需求，真正将学生作为教学过程的
主体。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语文教学提倡的以先学后
教为特征的“翻转课堂”真正成为现实。课前，老师通过学习平
台把上课的知识要点、拓展内容等发送到学生的智能终端上，让
学生提前学习；而在上课时，学生随时可以通过网络发表疑问、
提出看法，这些内容会即时显示在课件上。授课教师根据学生的
反馈，随时调整授课内容和方式，实现知识的吸收转化。 

（三）教学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学习资源平台上要提供多
元化的学习内容，可供学生自主选择。互联网时代下的人才竞争
越来越激烈，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教育培养出来
的人才渐渐地无法适应社会要求。而在“互联网+”环境下，通
过网络课程资源平台，可以有不同的教学内容，让学生通过网络
平台自行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学习内容，让按需学习、自主学习成
为现实。课堂教学发生了重大变化，既要为学生成长提供更多的
途径，更要为学生学习知识提供更加便捷的平台，让学生有更大
的选择空间。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的“明者因时
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譬如《人生的境界》文中不太理解的句
子，古诗词《将进酒》中读不懂词语、句等，这些问题都可先用
讨论交流方式进行；然后在初步整体感知的基础之上，引导学生
仔细研读课文，进行线上合作探究。在师生互动时，教师要适时
进行相关知识点的补充，还可对相关知识点进行深化与延伸。突
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真正“动”起来。   

（四）教学方式的变化－－点对点的教学变成现实。“互联
网+”环境下，学生在线下学习生活，得到学习生活体验，通过
网络把自己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向老师反映，老师与学生直接沟
通，点对点解决问题，使得因材施教更具体，最后实现线上线下、
虚拟与现实之间的深度融合；真正实现了人人参与，个个畅所欲
言。如老舍《我的母亲》要注重课文与生活的联系，加强人生观、
价值观教育，林清玄《好雪片片》引导学生思考自我，关注他人，
关注世态人生、体会人间百味。一切教与学活动都围绕互联网进
行，老师在互联网上教，学生在互联网上学，信息在互联网上流
动，知识在互联网上成型。 

（五）课堂教学突出“实用性”，旨在提高学生适应社会发

展的能力。中职生对文化课学习热情不高。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
有意识地引导学生，突出语文的“实用性”，多开发“互联网＋”
资源，提高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1.注重语言表达教学，提
高语言表达能力。人们的交往离不开语言表达，尤其是当今社会
日趋复杂化、生活化，人际关系、公共关系越发复杂，这就更要
求人们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以适应日常工作需要。为此，
教师一定要从社会需要出发，结合学生自身特点，利用“互联网
＋”资源，通过课前演讲、课外活动呈现、自我介绍展示等的实
践活动，对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进行系统、科学的训练，从而全
面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使之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2.注重
应用文教学，提高文书写作能力。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重视对
学生进行应用文写作训练，以满足他们的实际应用需要。利用“互
联网＋”开发资源，如教学新闻采访和写作、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口语交际等。教师要以学生的实际生活和社会需要为准则，专门
对学生进行应用文写作训练和畅通理想、规划人生目标的实践教
学活动，教师在网上先展示例文，与学生交流互动，后学生训练
写作，再将学生作文在网上交流，指出其不足，从而提高学生的
写作能力。3、面对网络信息，教师不仅要接触学生现实生活，
还要涉足学生的虚拟生活。“互联网＋”要求教育途径扩大至学
生的虚拟生活中，如利用 QQ 群、微信、电子邮件与学生、家长
沟通，也可以利用博客来传递自己的思想，使学生更容易理解教
学内容。如综合性学习——走上辩论台，表达观点要清楚；综合
性学习——君子自强不息，学习缩写等。课前，教师要将相关知
识内容在网上发布，供学生参考；同时布置学生收集材料，将自
己的做法、想法发到班级群上与同学和教师交流，拉近师生之间
的距离，更有利于准确客观对学生进行教育，进而达到理想的教
育效果。 

语文教学已进入“互联网+”时代，每位语文教师都要抓住
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开动脑筋，与时俱进，尽自己全能，开发更
多网络资源，让“互联网+语文”的课堂教学模式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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