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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教师教学方式的改革
王亚丹

（湖北商贸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摘 要 “互联网+”计划写入 2015 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意味着“互联网+”开始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教

育是“互联网+”时代里备受关注的领域，这个时代为教育的改革带来了新契机。在大学教育中教师的教学方式也受时

代的影响进行了一系统的改革。网络教育与传统教育的融合，微课、慕课等新手段引入教学，转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

教学方式为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真正理论结合实践，培养新时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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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of Teachers'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Internet +" Era
WANG Yadan

(Hubei Business College,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Internet +" program written in 2015 government work report, which means the "Internet +" became an im-

portant strategic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ducation is the "Internet +" era of much attention in the fi-

eld of education in this era of reform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In the university education of teachers teaching me-

thods it i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era of a reformed system. Integration of new means of online education and traditional

education, micro-class, and so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u class teaching, change the traditional teacher-based teaching

approach is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methods to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truly integrate theory with practice,

training the talents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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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互联网+”概念的产生

2015 年 3 月 5 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

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李克

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

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

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

业拓展国际市场。”①

而国内“互联网+”理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 2012年 11

月于扬在易观第五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的发言，易观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于扬首次提出“互联网+”理念。他认为“在未

来，‘互联网+’公式应该是我们所在的行业的产品和服务，在与

我们未来看到的多屏全网跨平台用户场景结合之后产生的这

样一种化学公式。我们可以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找到若干这样

的想法。而怎么找到你所在行业的‘互联网+’，是组织需要思

考的问题。”②

2“互联网+教育”与传统教育的碰撞

互联网+教育是一种怎样的教学模式变革呢？一所学校、一

位老师、一间教室，这是传统教育。一张网、一个移动终端，几百

万学生，学校任你挑、老师由你选，这就是“互联网+教育”。③

微课、慕课、翻转课堂、手机课堂，这就是“互联网+教育”的

结果。这些新颖的教学模式在实际中的应用怎么样？当手机

可以带进课堂，成为学习工具；当学生可以通过弹幕在 PPT 上

交流互动；当传统教育与互联网+教育的直接交锋时，我们不得

不思考，如何理性地看待“互联网+”给教育带来的影响。

在教育领域，面向中小学、大学、职业教育、IT 培训等多层

次人群开放课程，可以足不出户在家上课。互联网+教育的结

果，将会使未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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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的活动成为线上活动的补充与拓展。④

“互联网+教育”的模式会不会取代传统教育呢？ 2015 年

6月 14日举办的 2015 中国互联网+创新大会——河北峰会上，

业界权威专家学者围绕“互联网+教育”这个中心议题，纷纷阐

述自己的观点。认为“互联网+”不会取代传统教育，而且会让

传统教育焕发出新的活力。第一代教育以书本为核心，第二代

教育以教材为核心，第三代教育以辅导和案例方式出现，如今

的第四代教育，才是真正以学生为核心。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

文表示，中国教育正在迈向 4.0 时代。⑤

“互联网+”时代我们更需要教育，教育不仅仅是教授知识，

还要教授能力，要教授学生吸取知识的能力，辨别真伪的能力，

创新知识的能力。因此，“互联网+”时代更需要教育，老师要改

进教育教学方式，让学生能更好地适应这个时代，更好地成才。

“互联网+”时代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好更多的学习新知识的途

径，帮助学生更好地成才。

3“互联网+”时代的大学教师教学方式改革

3.1 网络教学方式与传统教学方式的融合

把互联网时代的线上与线下的商业模式，引入到教学中

来，教师在教学中应课上与课下教学的紧密融合。大型开放式

在线网络课程平台——MOOC（慕课），是“互联网+教育”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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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这种模式的优势是学习者数量无上限、学习时间无要求、学

习地点无限制，且免费、开放、具有互动性，这对我们的传统教

学方式提出了挑战。但这既是挑战也是对传统教学方式改革

的好时机。在现代教育中除基本理论的教学外，还需要配合课

外的实践与辅导。如何去指导学生实践，辅导学生完成课外任

务，互联网为现代教育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而且学生有更多的

指导教师可选择。在课外学习时，学生可与授课教师通过网络

课下互动，也可在互联网上选择相关课程的其他名校的名师关

于该问题的解释来学习，或在互联网上直接提问请有能力回答

的人给予解答。这样，既完成了学生的课外学习任务，又开拓

了学生视野，提高学习的兴趣和理论的深度。

3.2 新式教学手段的引入

让学生上“微课”，引入课堂，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给

学生一些与课程有关的主题，让学生自主选择后，利用现代教

学工具，在课堂上展示自己的观点，大家共同讨论、研学。在笔

者的“管理学”课程教学之初，给学生约 10 个与课程相关的主

题，由学生自主选择主题与共同学习的小组成员，在小组课下

讨论、自主学习后，再在课上展示学习成果，一个主题的展示时

间约为 15~20 分钟，学生讲完后全体学生讨论不同的观点，让

学生在讨论中加深对所学知识理解的深度。而教师在这一过

程中承担了一个主持人的角色，引导学生学习，掌控课堂时间，

共同分析观点对错，进行答疑、解惑，总结讨论结果，完善教学

过程。以教师为主角的单一讲授的教学方式必将成为辅助方

式，而形成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方式。

3.3 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方式

互联网为传统教育提供了信息支持。从而使学生有了更

广泛的学习资源，学习方式更为丰富多样。传统的“讲授＋案

例＋实践练习”的教学方式受到了挑战，教师要掌握更多的现

代化教学手段，选择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更切合现代学

生的学习要求。在互联网教育中，可以通过收集大量数据，全

面跟踪和掌握不同阶段学生特点、学习行为、学习过程，进而进

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更准确地评价学生，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提

升学习的效率和人才培养的质量。同时，互联网教育为教育娱

乐化提供了平台，让学生在娱乐中学习知识，让学习的过程不

那么枯燥，使学习趣味化，也是为学生减负的一种方式。

3.4 注重实践能力的提升

我校在学生培养目标上明确提出要培养“应用技术型人

才”。如何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传统教学方式重理论，即使

现在强调动手能力的提升，希望把学生送到联系企业实习，但

每个环节都能去企业实习的学生毕竟是少数。因此，没有与

之相匹配的实践环境也无法真正提升实践能力，只能纸上谈

兵。但互联网教育为开拓学生实践环境提供了可能，在线教

育平台提供商为教与学提供中介的平台，在线教育内容提供

商根据市场需求提供教育视频、学习资料等在内的学习知识

以及教育工具类产品。让互联网上教师直接在线上上课，构

建起离真实场景不远的线上教学直播系统。帮助没有企业实

践经历的教师弥补在教学中实践环节的不足，又为没有实际

实践环境的学生提供实践学习的场所，培养了实践动手能力。

在笔者的“管理学”课上，不可能每一个环节都去实践，但如何

让学生掌握管理的技能，除了在学习生活中的实践外，还指导

学生去网上学。

3.5 实践教学真实体验企业管理

在实践教学中，引入企业赞助的大学生创业基金，组建以

学生为主要管理者的小型企业。通过网络指导学生实践，由学

生担任企业主要管理部门管理者，履行其岗位职责，熟悉管理

各岗位工作的细节和实操。如在市场部，学生自行设计调查

问卷，通过市场调查了解目标消费对象需求，进而寻找质优价

廉的供应商；在采购部，学生以管理者身份与供应商谈判，签

订采购合同；在营销部，学生自建网上销售平台，通过微信、淘

宝等网络渠道快速宣传，扩大知名度和销量；在物流部，学生

提供送货服务，体验物流人员的不易；在财务部，专人负责资

金、帐目等相关工作。在一系列的实践教学中，教师通过网络

与学生时时沟通，学生通过网络与供应商、消费者沟通。同时，

网络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实践的经验，帮助其学到更多工作

中的方式方法。

4 结语

互联网技术帮助实现了教学资源的共享，降低了求知者知

识信息获取的难度，满足了不同求知者不受时间、空间的制约

的学习需求，也给教育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大舞台，可以形式多

样、方法灵活地进行教学，这也更有利于真正满足人的终身受

教育要求。现在，互联网已经走进教育，成为教育活动中不可

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互联网教育也

存在一些弊端。互联网上良莠不齐的教学内容难以有针对性

地、有深度地满足不同求知者的学习需求，达到其预期学习效

果，因此，学习效果难以保证。而且在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

问题、地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导致的互联网教育的载体——网

络、计算机和投影仪等设备分布不均，也影响了人们对互联网

教育的需求。所以，教育者应当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利用互联

网提供的平台，丰富、拓展教育手段和教学内容，助力传统教育

的发展，使教育资源有机结合，为提高教育教学的水平做出应

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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