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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信息化教学手段在高职语文类课程中的应用
张  颋  陈  洁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摘  要：高职院校的语文类课程在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中，是重要的人文素质类课程，是面向非中文专业的学生全面开设的公

共基础课程，兼具工具性、人文性和文化性，在教学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信息化的教学改革背景中，怎样对高职语文类课程进行

信息化教学改革，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成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笔者分析了目前高职语文类课程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信息化教学

手段在高职语文类课程中的应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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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信息技术的应用和课程整合已经成为了我国职业教育
课程改革的重点和核心。在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大力推动教育信息
化和实现教学信息化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各学科、各专业的各门
课程也由此展开了教学信息化的进程。

高职语文类课程的信息化改革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的，实施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最佳方法是进行课程教育技术、课程教学
内容与信息技术的整合，而关键则是做好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设
计与实施。高职语文类课程急需建立带有时代特征的课程教学体
系，实现信息化背景下语文学科与人文教育的双向融合。

一、高职语文类课程的教学现状
1.课程教学体系中被高职学生边缘化。目前在高职院校中普

遍存在着学生心态浮躁、功利主义泛滥的现象，学生中普遍的想法
是：在高职院校读书，最重要的是学好专业课程，训练自己的职业
技能，这些在以后的就业竞争中是最有用的。至于基础类课程，学
生们普遍认为语文类课程和自己的专业学习没有任何关系，对以
后的职业生涯影响也很小。因而在高职院校中这类课程往往是处
于被学生忽视，或者被边缘化的状态。

2.课堂教学组织松散，学生参与度与积极性不高。在传统的高
校语文类课程中，课堂教学的组织往往比较松散，有的课程人数众
多，如大学语文课堂有时候上课人数甚至会高达上百人，学生对课
堂的参与度与积极性不高，这就限制了语文类课程的课堂教学的
有效性。

3.教学手段较为传统，忽略了师生交流和互动。高校语文类课
程的教学手段相对比较呆板陈旧，理论教学内容较多，实践环节少
而且与学生的专业相距较远，教学任务的设计缺乏专业性，导致学
生学习动力不足。以上教学方式的论述，可以看到在该类课堂中往
往忽略了师生和生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而这恰恰是能够提高教
学有效性的途径。

二、高职语文类课程的教学理念创新
针对以上所分析的高职语文类课程的教学现状，我们应适应

目前高职学生的新情况，结合目前国家推进教学信息化的改革思
路，对课程教学的方法和设计形成新的教学理念，对传统要有所扬
弃，也要有所创新。

教学设计理念的创新强调课堂角色的转换。在高职语文类课
程的信息化教学设计中一定要强调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角色转
换。在信息化教学设计中，我们要充分利用课程网络平台等信息化
手段使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体，教师不再是主导者，而成为意义
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知识体系的主
动建构者。

三、信息化教学手段在高职语文类课程中的
应用

1.改变传统的言传身教的教学模式，探索翻转课堂。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是教育信息化的成果之一，这种教学模式的显著特点是
重新建构了学生的学习流程。“翻转课堂”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
了重构。“信息传递”是学生在课前进行的，老师不仅提供了视频，
还可以提供在线的辅导；“吸收内化”是在课堂上通过互动来完成
的，教师能够提前了解学生的学习困难，在课堂上给予有效的辅
导，同学之间的相互交流更有助于促进学生知识的吸收内化过程。
高职语文类课程的信息化教学可以探索这种翻转课堂的教学模
式，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兴趣。

2.搭建完善的课程网络学习平台。在高职语文类课程的信息
化教学设计实践中，搭建完善的课程网络学习平台是不可缺少的。
教师可以把课程的一些知识点与课文的解析视频等内容放到网络
平台上进行分享，或作为课前任务进行布置，使语文类课程的教学
不再局限于课堂教学，从而加强课程的开放性和丰富性。

3.利用信息化手段，不断进行课堂教学形态创新。我们要充分
利用信息化手段创新教学形态，形成更符合高职学生特点的教学
活动设计，改进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课前视频学习和课堂讨论、解
决问题和实际操相结合，进一步探索任务驱动、团队合作以及教师
引导等教学方法的研究，并养成学生资源利用--自主探索--协作
交流--完成任务的学习模式，提高教学实效性。

4.进一步完善基于网络的课程考核方案。课程的考核, 既是对学
生学习成果的检验，也是对教学过程的监督。改革传统的课程考核
方式，在课程考核方案的设计中，突出课程网络平台的作用，采用基
于网络的平时阶段性训练项目的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考核
方式，注重平时过程的把握，促使学生写作能力的逐步形成，充分利
用网络通道进行更加方便快捷的课程考核，随时、及时提交作业，采
用网上递交、师生个别交流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评价。

四、结语
高职语文类课程的信息化教学将以全新的方式去推动现行的

语文教学改革，使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思想观念、
思维方式以及教学效果等都发生重大转变。语文类课程信息化课
程教学设计与实施策略研究，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最终将实现信息
技术教育和学科教育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集中优化，推动高职
院校语文学科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 1 ]周海涛.信息化时代教学模式的建构[ J ] .辽宁教育研
究,2001(8)．  编辑  黄  玲

DOI:10.19424/j.cnki.41-1372/d.2016.18.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