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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教育迈进信息化 2.0 时代后要求加快推进“互联网+教育”，构建起互联、互通、共享的互联网+教育。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以高校为主体的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等在线教学活动在国家和政府的指导下积极、有序的开展，并且整体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都

得到了一定保证。“互联网+课堂”进一步提出将互联网、生活实践和创新教育引进课堂，形成互联网、生活实践和创新教育有机融合的课堂

教学创新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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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教育部提出要充分利用线上教

学优势，以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教与学改革创新，推进学习

方式变革，提高教学效率、保证教学质量、完成教学任务；针对高等学

校教学，进一步指出本科教育教学要求全面提高课程建设质量，积极发

展“互联网+教育”、探索智能教育新形态、推动课堂教学革命。 

1 信息化时代的“互联网+课堂” 

2018 年 4 月，国家教育部出台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明

确表明“坚持育人为本、坚持融合创新”。计划指出要努力构建“互联网

+”条件下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教育服务新模式、探索

信息时代教育治理新模式。2019 年 1 月国家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网

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其中有“创新应用，促进变革”工

作原则，指出从转变教师教学模式和学生学习方式、重构学校教育生态、

实现因材施教出发，推动教育教学变革；要大力提升教师信息素养，加

强学生信息素养培育。2020 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开展的线上教学可以说是

教育信息化的全面实践和深入贯彻。 

中山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王竹立教授在其“如何打造信息时代

的金课”专题讲座（2019）中，提出信息时代课程要转向学生的能力培

养甚至是思维训练的方向，传统课上进行的简单的知识传授不再是新时

代课程的教学目标。作为教学重点的课堂教学，在“互联网+教育”的浪

潮中该如何突破传统课堂的短板呢？王竹立教授提出了“互联网+课堂”

的“三进”教学模式，即互联网（具体表现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工

具）、生活实践和创新教育进课堂，将三者进行有机融合、合理配置，从

而实现教学中的创新思维。 

2“课堂革命”下的课堂教学 

2017 年 9 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人民日报撰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中指出，坚持内涵发展，加快教育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

把质量作为教育的生命线，坚持“四个回归”。深化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掀起“课堂革命”，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常规课堂教学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方面面临诸多挑战，比如我们

的教学仍然是单项技能的重复训练或简单知识点的讲授。信息时代高校

教学面临一系列的改革与发展，单纯以教授学生单项技能简单知识的灌

输式教学是要被淘汰的。高校课堂教学，在本科阶段应该通过全方位训

练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和各项综合技能，帮助学生掌握信息化的学习技

术、转变旧有的学习观念、逐步形成批判性的思维方式，从而提高学生

的整体知识水平、释放自身的潜能、形成健全的人格， 终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 

3 “互联网+课堂”创新思维 

2020 上半年的在线教学中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为代表的现代信

息技术产品全面进入了课堂。以往的线下课堂教学中，现代信息技术仍

处于边缘化的状态甚至成为一个常态：即使我们的课堂有了较为完善的

多媒体设备、网上有众多的数字化教学平台，互联网依旧只是一个苍白

的“背景”，像智能手机这样的电子产品 佳位置就是教室前面的“手机

袋”。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接触到的信息化或者互联网，就是观看老师通过

多媒体设备播放的 PPT 或视频，学生的任务就是掌握教师所讲授的教材

内容。让学生的自有设备如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进课堂，学生的参与感

会贯穿整个课堂教学，对互联网的认同感也会加深。 

传统课堂教学中同样让人诟病的还有实践这个问题。老师教授的知

识往往让学生感觉走出课堂就无用武之地，学生即便掌握了教材里的知

识点，也无法应用于自己的生活实践。对学生来说课堂上讲授的知识和

下课后的生活实践是割裂的，比如英语学习中记再多的单词也无法让他

们流利的用英语和别人进行交流。所以课堂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学习范

式”——“课堂革命要求学生转变角色，充分发挥主体性，以知识、能

力和素质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转变学习方式，实现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

习转变，由主要学习教材知识向以教材为基础的学科知识和实践知识学

习转变。” 

创新教育同样需要走进课堂教学。课堂教学依赖于有形的物质，如

教材、智能手机、教学平台等，但不能局限于有形的物质上而忽视了无

形的精神和文化教育。“创造一种人本、开放和创新的教学文化，是大学

课堂革命的需要”，大学不是孤立的“象牙塔”，课堂教学不能限定于课

堂和校内，还应该放眼于校外，加强大学课堂与社会生活的实际联系。

一只眼关注课堂教学，另一只眼要时刻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机构与组织，

关注他们的创新发展的思维和成果，了解他们对教育的期盼和设想，将

这些不同于课堂的内容和方式引入课堂教学，丰富课堂教学、创新课堂

教学。 

我们的教育必须要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这个重大问题。我们的课堂教学要能够培养具有自主学习和自主思维能

力，具有文化认同感和国家责任感，并且能够进行创新思维和具有实践

探索精神的人。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采用“互联网+课堂”的方式，将

互联网、生活实践和创新教育有机结合带入课堂，更加有助于提升课堂

教学效果，是人才培养方式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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