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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深入，“互联网+”时代逐渐成型，此概念也逐渐被各领域熟知，其中就包括中职教育领域。在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中职教育领域原有课程体系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因此有必要使用互联网技术来进行改善，但改善工作不可盲目，要

明确具体方向再做决策，这就需要展开相关研究。对此本文将以中职信息技术类专业课程为基础，阐述“互联网+”下该课程新模式建设要

点、建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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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信息技术类专业课程是培养信息技术专业型人才的主要途径，

同时也是保障信息技术专业领域人才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此类课程的

体系建设质量非常重要。但因为现代相关专业领域对人才质量的要求有

所提升，所以此类课程传统体系逐渐不满足人才质量需求，出现了功能

滞后现象，这时就有必要进行改善，而“互联网+”正是给予改善契机，

且支撑改善工作的要点，相关中职学校有必要结合“互联网+”来建立新

信息技术类专业课程新模式，对此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1“互联网+”下中职信息技术类专业课程新模式建设要点 

1.1 线上课程应当具有实现教育目的的作用 

在“互联网+”背景下，中职信息技术类专业课程新模式的建设就是

将线下开展的教学活动植入网络环境，在网络环境中开设的课程既为线

上课程，这种表现代表了课程开设环境发生了转变。而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互联网+”的介入使得课程开设环境转变，但不代表课程开设的目

的会发生变化，原则上无论是线下课程还是线上课程都要具有实现教育

目的的作用，如果课程不具备这一作用就说明此类课程不可取，这是“互

联网+”下中职信息技术类专业课程新模式建设的要点之一。 

1.2 线上下课程应当保持良好衔接关系 

首先“互联网+”所代表的线上课程并不能取代传统线下课程，其建

设的目的是为了在网络环境中弥补线下课程的缺陷，因此在“互联网+”

基础上，中职信息技术类专业课程新模式中线上下课程并存。其次在两

者并存的条件下，如果线上下课程之间没有良好的衔接关系，就会导致

各课程中的教学活动出现断层，学生难以将每节课所讲述的内容连接起

来，这样就必然造成教学质量问题，因此新模式建设必须保障线上下课

程之间保持良好衔接关系。 

1.3 线上课程应当强调学生自主性 

既然线上课程是为了弥补线下课程缺陷而存在的，其就必须要具备

消除线下课程缺陷的能力，而根据中职信息技术类专业线下课程表现可

知，其中 大的缺陷就是学生缺乏自主性，即学生在线下课程中所学内

容、学习时间、学习地点等都无法自由选择，主要取决于学校管理要求、

教师管理要求，说明学生在课程选择上缺乏自主性。对此线上课程应当

强调学生自主性，保障学生能够根据自身意愿来选择所学内容、学习时

间、学习地点，这样才能起到弥补线下课程缺陷的作用，这也是中职信

息技术类专业课程新模式建设的要点之一。 

2“互联网+”下中职信息技术类专业课程新模式建设策略 

2.1 结合教学目的进行教学功能开发，确保教学目的实现 

在“线上课程应当具有实现教育目的的作用”的建设要点上，“互联

网+”中职信息技术类专业课程新模式建设必须以教学目的为导向，通过

技术手段在网络环境中开发相关教学功能，这样通过相关功能即可实现

教学目的。即假设某中职学校的阶段性教学目的为“让学生掌握 C 语言

编程技术”，则在网络环境中就要开发 C 语言编程平台，如使用云技术可

以构建一个虚拟平台，这样学生就能根据课程内容在该平台上“练手”，

同时成果也便于教师检阅、指导，由此可实现教学目的。 

2.2 做好线上下课程内容规划，保障两者合理接洽 

课程内容泛指理论知识传输、指导、预习与复习及实践操作与调整，

依照这些内容，在课程新模式建设中就要根据便捷性原则来进行规划。

例如理论知识传输、指导、预习与复习一般是由教师来执行，借教师之

口将相关信息传递给学生，这时处于便捷性原则，如果要求教师在网络

环境中进行传输无疑是“画蛇添足”，教师完全可以在线下环境中进行讲

述，开展相关课程教学活动，这样不但有利于教师进行教学管理，还能

让教师展现亲和力，因此这些课程内容应当被规划与线下课程，而实践

操作与调整需要学生实际动手操作，但在线下课程开设环境中学生不能

随时进行实践操作，相关行为开展不便，因此借助线上课程的“虚拟平

台”可以对此进行简化，学生可随时随地使用便携式设备来进行实操，

说明实践操作与调整在线上课程中更加便捷，应当被规划到线上课程中，

同时此举使得线上下课程完全包揽了所有课程内容，彼此之间关系衔接

性良好。 

2.3 丰富线上课程体系，开发个性化功能 

为了强调学生在线上课程中的自主性，建议中职学校在信息技术类

专业课程新模式建设中开发个性化功能，使线上课程更加丰富，便于学

生做出选择。例如在网络环境中引入多媒体技术，借助该技术构建离线

课程、在线课程，其中离线课程可以让学生自由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时

间、学习地点，且如果遇到特殊情况还可以“暂停”，由此充分利用碎片

时间来进行学习，而在线课程可以在非课堂时间开展课程教学活动，满

足学生任意时间遇到的问题。 

3 结语 

综上，结合“互联网+”下中职信息技术类专业课程新模式建设要点，

本文提出了课程新模式建设策略，通过策略可在此类课程原有模式上构

增设线上课程体系，并保障两个模式合理衔接，融为一体。由此，课程

新模式的建设可以起到简化课程活动开展流程、支撑学生个性化需求、

强调学生学习自主性的作用，整体有利于教学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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