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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网络信息技术对大学教与学的影响

陈春梅
(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厦门 361005)

摘 要: 信息技术的发展在高等教育领域掀起了新一轮的教学变革。一方面，它为大学教

学提供技术支持，具有教学情境化、师生互动多元化、教学方式多样化等积极影响。另一

方面，它还对大学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临着虚

拟教学无法取代实习实训对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碎片化学习不利于大学生形成系统

的基础知识等问题。为此，应正确处理教师奉献与教师发展、自主学习与制度保障、“虚

拟课堂”与“现实课堂”、碎片化学习与系统性学习等几组关系，以促进大学教学改革的顺

利进行，促进大学生的有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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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6 月，我国的网民规模已突破 7 亿，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 51． 7%［1］。网络正在以一

种势不可挡之势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高等教育领域，信息技术的使用已打破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

的教学模式。一些学校为推动课堂教学模式转变，已启用“智慧教室”。在智慧教室中，通过无线终

端在交互式智能平板上可以实现静态的图片、文档和动态的视频、音频等教学资源的全方位即时共

享。大学生也不再只是坐在教室里安静学习的“聆听者”，他们可以在课堂内外通过网络与教师保持

互动、交流。当前，大学生走在路上练听力，坐在车上阅读、记单词、看教学视频的现象已比较普遍。
智能手机、iPad 等各种移动终端设备的使用，更使得他们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的碎片化学习得以实

现。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影响着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传统的师教生学面临着挑战。如何正确认识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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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对当前大学教学的影响，关系到教学改革的成败以及大学生是否能够有效开展学习。

一、信息技术对大学教学的积极影响

毋庸置疑，信息技术能够为大学教学提供技术支持，对大学教学的现代变革产生积极影响。

( 一) 教学情境化
虚拟现实( Virtual Ｒeality，简称 VＲ) 、增强现实( Augmented Ｒeality，简称 AＲ) 等技术的开发，有利

于教师营造更为仿真的教学情境，使学生获得更为真实的教学体验，进而激发学生探究和发现的欲

望。例如，当前三维动画技术的使用，学生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学习如何进行动物解剖; 对于航海专业

的学生而言，教师通过信息技术可以让学生在各种不同气候环境中模拟航行，在该情境下学习，有助

于学生将所学的知识迁移到现实生活中。如果没有信息技术的支撑，学生的学习有可能只能停留在书

面知识的死记硬背上，而难以身临其境地理解、掌握相关知识点，更难以实现所学知识的转化与应用。

( 二) 师生互动方式多元化
传统教学中，教师是讲台上的“表演者”，学生是“观众”，师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受到限制。信息

技术的发展为课堂内外师生的互动带来了变革。例如，交互式白板的出现，使通过移动终端及时共享

各种教学资源得以实现，减轻了教师的备课压力; 课堂表决器的使用，使得学生可以对教师提出的问

题进行及时反馈; 网络课程平台的搭建，不仅使学生通过系统上传作业得以实现，还可以在线及时得

到老师的反馈，对作业进行多次修改和完善; 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签到等功能的开发，不仅节省

了教师点名的时间，还提高了学生的出勤率……此外，各种社交平台的使用，如博客论坛、微信、QQ
等，大大拓展了师生交流的方式，一些在课堂上得不到及时解决的问题，可以在课后继续探讨、交流。

( 三) 教学方式多样化
教师不再只是通过口头的传授、黑板上粉笔的板书等传统方式来传递知识。通过信息技术的使

用，教师可以对图片、声音、视频等进行处理，通过画概念图、思维导图等方式，更为生动、形象地呈现

教学内容。PPT 课件、投影仪以及交互式白板的使用有助于教师提高教学效率。课堂不再是教师的

“独角戏”，学生也可以扮演教师的角色。其中，“翻转课堂”的开展即是互联网时代教学方式的一种

变革。教师指导学生课前观看视频，并通过网络寻找各种学习材料; 学生在课下进行小组讨论、学习，

在课堂上进行汇报、演示。教师教与学生学的传统教学方式正在向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互教

互学转变。

二、网络时代大学教学面临的挑战

当然，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会给大学教学带来一定的挑战。教师和学生能够使用信息技术为教与

学服务是前提，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果师生不懂得如何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有可能出现背道而驰

的结果。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是师生情感、动机层面的问题。不同屏幕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不能取代现实生活中面对面的交流。如何在网络环境下激发教师、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改革，还

需进一步探讨。

( 一) 对大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学教师身负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多种职责和任务。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教师虽然可以通

过制作精品课程、微课、PPT 课件等方式来更好地呈现教学内容，但这也意味着教师需要花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来搜集相关教学资源，并进行筛选、梳理、归纳及制作，而前提和关键是教师需要具备使用信

息技术的意愿和能力。此外，如 果 学 生 能 够 提 前 或 在 网 络 上 获 得 这 些 资 源，教师可能面临着另

外一种危机，即学生会丧失对这门课程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为此，教师要学

会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技巧来激发和维持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这无疑会给大学教师带来更

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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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对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学生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参与者，他们能否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直接关系到教学改革的成

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教师把更多学习的时间和空间留给了学生。然而，学生是否懂得如何合理规

划、利用大学的宝贵时间仍需要商榷。一方面，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在学习上过度依赖教师。因

此，不少学生到了大学之后，即使他们拥有了更多的学习自主权，仍不懂得如何进行自主学习。另一

方面，网络信息包罗万象，带有一定的诱惑性。如果大学生意志不够坚定，很容易沉迷于网络游戏，丧

失自主学习的动力。要充分、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学校和教师应加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引

导和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自我选择、自我监督、自我管理和自我评价。

( 三) 虚拟教学无法取代实习实训对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变革［2］。近年来，国内不断推出各

种各样在线课程资源，如网易公开课、中国大学 MOOCs、精品课程网等，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高等

教育需求。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教师通过各种移动终端的使用，可以及时广泛地与学生共享知识信

息。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在网络环境中相互作用。然而，网络教学的盛行并不意味着学生可以完全

脱离现实情境。在虚拟环境中掌握相关学科知识，尤其是医学类、机械类等操作性强的专业，即使技

术再高超，教学情境再仿真，学生在掌握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后仍需要到具体的机构或实践基地进行实

践，否则就不能深入、全面地理解理论知识，并将理论知识迁移应用到现实问题的解决中去。而对于

文科专业的学生而言，他们也有必要通过具体的实践来检验所学的知识。可见，实习实训仍是大学教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四) 碎片化学习盛行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学生进行碎片化学习的时间大大增加。随着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功能的不

断更新，学生从各种移动终端获取信息资源的便捷性有了大幅度提高。为此，许多教师、学生已习惯

了在微信、QQ 等社交平台上及时推送和分享各种学习材料。学生花在课本上循序渐进地学习系统

知识的时间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零散的、即时性的学习。在这种模式下，学生获取的知识是离散

的、零碎的，且缺乏整体性［3］。如果教师没有给予他们适当的指导，帮助他们对这些碎片化学习获得

的知识进行加工和处理，这些知识可能就难以纳入到学生原有的知识体系中。这种碎片化的学习在

一定程度上会浪费学生宝贵的学习时间和精力。

三、正确认识信息技术支持下大学教学中的几种关系

信息技术对大学教学的影响是双面的，对此我们应给予辩证看待。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学教学变

革并非完全否定传统教学，而应将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服务工具，为教学提供支持，用以弥补或完善传

统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对此，应正确处理以下关系。

( 一) 正确处理教师奉献与教师发展的关系
自古以来，教师这个职业就被赋予了乐于奉献的角色定位。事实上，大学教师作为个体，他们也

是普通人，也面临着来自生活各个方面的压力。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课堂教学改革对大学教师提出了

更高的综合素质要求，同时也需要学校为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机会和保障。例如，学校应为教师提

供出国进修或是参加相关培训活动的机会，切实提高大学教师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育教学的能力。

但现实是，大学教师的时间和精力均有限，部分教师会对课堂教学改革存在抵触心理，为了调动教师

的积极性，就需要相关的制度保障。例如，可以通过修改和完善相关考评制度，给予教师学习信息技

术进行课堂教育教学和职称评定方面的政策支持。此外，一些教学改革的进行，如“慕课”课程的开

发，学校应设立相关的保障机制，可以通过教学研讨室的方式推动教师教学共同体的形成，促进不同

教师教学经验、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在一定程度上节省教师备课的时间，减轻教师的教学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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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正确处理自主学习与制度保障的关系
信息技术的使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生

的学习需求也更为多样。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不仅强调教师要提高教学效率，把更多学习的自主

权交还给学生，并加强对学生学习的指导和监督，还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
然而，仅仅强调学生自主学习是不够的，还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当前，“慕课”是在信息技术支持下

对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一种探索。除此之外，各种在线教育也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热潮。然而，不

少学者对此进行了冷思考。例如，“慕课”的高退学率和低完成率的现象在世界知名高校中并不少

见［4］。有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慕课”获得证书的平均比例仅为 4． 3%［5］。可见，这个过程仍存在不

少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和解决。例如，信息资源大爆炸、学习资源良莠不齐与学生学习精力有限的矛

盾，学生学习自主权的扩大与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的矛盾等，均需要相关部门制定相应的制度加以保

障。国外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一些尝试，如创新推出结业证书和就业服务项目。即部门教授可以为

学生签署结业证书，通过就业服务项目可以向雇主推荐某些特定学科的优秀学生［6］。这些尝试是否

有效，还有待时间检验，但建立相关配套保障制度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如何建立这些制度以及如何将

其落实，还需要在具体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不断探索、发展和完善。

( 三) 正确处理“虚拟课堂”与“现实课堂”的关系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技术的开发以及相关设备的使用，使得大学生可以获得仿真的教学体

验。然而，虚拟的网络教学仍无法完全取代现实的课堂教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师生面对面

的交流必不可少。教师以身示范的榜样作用以及教师与学生通过眼神、姿势的交流，在激发并维持学

生学习积极性方面所起的作用在虚拟世界中是无法实现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学生的学习需要一个良

好的环境。这种环境既包括校园文化环境，也包括学生和学生之间同伴相处的环境。此外，学生的学

习最终还需要落到实践中去。不管是网络教学还是网络支持下的教学，学生仍需要到相关的工作单

位参加实习实训。

( 四) 正确处理碎片化学习与系统性学习的关系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大学生的碎片化学习得以实现。当前大学生已经习惯了在手机上阅读、观

看视频等，手机“低头族”是大学生碎片化学习的一种体现。还有“慕课”、微课教学的盛行，使得学生

的学习主题化、模块化，而缺乏系统性。然而，碎片化学习并不否认信息技术带来的积极影响，它意味

着学生更懂得充分、合理地利用闲散时间进行学习。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放大碎片化学习

的作用，应将其作为系统性学习的一种补充或延伸，而非替代系统性学习。尤其是一些专业性、逻辑

性较强的学科，系统性学习仍然不可或缺。因为缺乏系统性的学习，学生就难以打下扎实的知识基

础。为此，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仍应遵循系统性与循序渐进性的教学原则，将碎片化学习和系统

性学习相结合，妥当地把握好两者的关系。
总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应看到信息技术对大学教学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将其充分发挥。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信息技术发展存在的局限性，并正确处理好以上几种关系。只有正确认识

信息技术对大学教学的影响，才能合理、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为大学教学服务，促进大学教学改革的

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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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luences of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the University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EN Chunmei
(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Ｒesearch Center，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raised a new round of teaching reform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one hand，it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university teaching，and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teaching situation，diversification of teacher － student interaction and teaching
methods． On the other hand，it not only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towards faculty teachers’teaching
ability and college students’self－regulated learning，but also brings some problems，such as the fact that
the virtual teaching can’t replace practice training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practical ability，and the
fragmented learning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basic knowledge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so on．
Thus，several relations have to be deal with i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rrectly to promot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university teaching reform and students’effective learning as following: faculty teachers’dedi-
cation and development，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virtual classroom and realistic
classroom，fragmented learning and systematic learning．

Key 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niversity teaching;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stitutional guaran-
tee; fragment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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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andards and Ways of“Internet plus Education”
WANG Yansong

( Institute of Education，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all areas of society is global，universal and irreversible，and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s no exception． From the realistic situation，“Internet plus Education”model has not
yet formed，but it will eventually come． The theory comes first and the foresighted exploration should be
made first，in order to be clear of forming standard and realistic path to the“Internet plus Education”． “In-
ternet plus Education”should improve the efficiency，strengthen the quality，remodel the structure，as well
as do the innovation and subversion． Also the practical path should be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adherence of
purpose，innovation of concepts and convention of systems and so on．

Key words: Internet plus Education; efficiency; quality; structur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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