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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疫情之下，“网上课堂”成为主体教学模式。本文以高中语文为例，反思“网上课堂”在助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优势及存在

的问题，并总结笔者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得到的启示，以期为今后的教学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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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末，庚子初，一场疫情由荆楚之地迅速蔓延至中国全境。疫情

汹汹，打乱了各行各业原有的工作节奏，以习近平为中心的党中央秉持

“安全高于一切”“生命重于泰山”的原则，领导全民抗疫，行业延迟复

工、学校延期开学。全国大中小学生该如何度过漫长的寒假？各地教育

部门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上做了大量工作。一时之间“云教

学”地位翻转，从“辅助教学”一跃成为“主体教学”。2 个月的“网上

课堂”，自有其优点与意义，但无论在过程中还是开学后都呈现出一些值

得反思的问题，笔者通过参与教学、课后管理和调查分析，总结了一些

存在的问题及得到的启示，以期为今后的教学研究和在线教学提供参考。 

1 现代化技术加持下，“网上课堂”的独特优势 

“网上课堂”不是新事物，随着教育现代化的推进，在线课堂模式在

学历进修、职业培训、慕课、基础教育及高校教学课堂都占了一定的比

重，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混合式”学习早已成为教育现代化过程的一种

探索。疫情如同催化剂，让在线教育模式提前在舞台当上主角。在现代

化技术加持下，“网上课堂”展现了“未来课堂”的独特优势。 

1.1 课程内容更丰富，资源选择显“个性” 

笔者所在学校采取专人专责，按自己所长选择课文或复习模块进行主

备，其他人也会提供意见和资料，做到集体备课和个人主备所长的有机结

合。此外，语文组及时发布教研网络上提供的各地优质网上课程。例如：

宁波智慧教育的微课录课系列、蒋文华名师工作室的“疫情与语文”系列

微课、朱昌元名师工作室的“非连续性文本阅读”高考复习专题、洪方煜

名师工作室的传统文化经典复习及作文对点训练，徐桦君名师工作室的语

用题系列微课等等。这次疫情，也将师生的目光引导向网络上优质的学习

资源。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有了更多的优质资源的选择权和学习机会。

教育现代化要求面向人人，传统课堂很难做到针对学生个性的分层分类教

学，“尊重差异”基本停留在口号，“网上课堂”让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

按需取用，教师也可以在平常教学中“发现差异”，做好引导。 

1.2 重点难点可反复，学习提问更主动 

“网上课堂”以网络为载体，依靠各类平台，通过直播或录播的形式

进行授课，只要有网络，基本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笔者所在学校的

教学平台工具是课后网，与钉钉、雨课堂、ＱＱ群直播、腾讯会议等相

同，因有录课点播功能，学生的学习时间可以调整，并且可以重复回放

自己的疑问点、课堂的重难点；同时平台设有师生公共讨论区，学生可

直接输入课堂中的疑问，让老师或其他学生解答，也可点举手标志，引

起老师注意，既可文字提问，也可让老师为学生打开麦克风语音提问，

线上提问避免了一部分同学的“怯场”心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提

问的勇气和积极性，学习变得更为主动。 

2“网上课堂”问题多多，教育现代化任重道远 

2.1 平台迎“疫”而上，功能尚未健全 

笔者所在学校的教学平台“课后网”，因使用人数相对较少，并未出

现像钉钉、QQ 群直播等平台出现的卡顿现象，且能随时观看学生屏幕、

通过屏幕在线活动时间计算认真度，但不具备课后监督功能，学生作业

检查及阶段检测无法进行。笔者班级也组建了 QQ 群，可以对疑难点进行

再次解答，可以打卡、批改作业等，但只能以图片形式进行，对语文这

种主观题多、文字量大，还有作文题的科目来说，批改是极为费神费眼

费时费力的事。学生拍摄水平不一、手机的像素不同，都会造成批改的

困难；此外，主观题的批改常需放大图片，如果配备触屏版大屏幕电子

设备则可以稍解，但批改作文，如要输入评语，只能一手手机、一手电

脑，在手机上看作文，在电脑里打下评语，十分不便。疫情突如其来，

各类 APP 迎“疫”而上，尚未做好准备，功能不健全，使用不方便，相

信此次疫情的教学使用后，会让承载教育现代化任务的信息科技有一个

质的飞跃，给师生未来的线上教学带来更好地体验。 

2.2 教学模式“复古”，理念急需革新 

《课标》反复提及要求教师积极“合理利用信息技术，优化整合课堂

教学，引导学生经历多样化的学习过程，促进学生在更广阔的语言环境

中主动学习，利用具有交互功能的网络学习空间，创设线上线下一体化

的‘混合式’学习生态 ”，并且用现代信息技术辅助交流、记录学生成

长表现档案。然而，作为辅助教学的“线上教学”尚是起步阶段，日常

教学主要停留在教学视频等课外资料的引入，课后个别学生的知识补习

层面。此次疫情爆发，加速了教师对基于网络的教学改革的探索过程，

甚至有些“揠苗助长”，让教师不知所措。 

学生之所以“静静地欣赏”“主播们”的“表演”，很大程度上源于

“地点变了”“教学方式不变”甚至更“复古”的教学弊端。在教育现代

化和核心素养的推动下，线下教学模式虽在不断探索中前行，但“讲授

式”教学仍是主体，一旦这种方式转换为线上教学，学生便沦为毫无发

言权的观众。教师自言自语、口干舌燥，学生神魂飘荡、云里雾里。这

样的课堂“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被彻底抛弃，学生学的积极性被剥夺。

教育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信息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更是教育理念的更

新、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 

3 结语 

随着教育现代化的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混合式”学习必然会

成为现代化教育的一种新模式。2020 年 9 月，浙江省高中语文将迎来新

教材，围绕着核心素养编排的课程内容必然要求教师走在时代前沿，在

教育现代化理念的指导下变革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更新学习方式，促进

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此次“网上课堂”是一次落到实处的实践，

问题颇多，在教育现代化的路途中还需要很多的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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