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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当代大学生呈现出了新

的时代特征。本文笔者通过分析信息技术对当代大学生生活

的影响，分析了信息技术在当代大学生英语学习中应用的可

能性，并结合《基础英语综合》课程改革，提出了信息技术

在当代大学生英语学习中的几种应用模式，并对短期成果进

行了验证，希望能为同行教育者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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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当代大学生来说，信

息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他们生活的一种方式。他们

使用手提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用微信等社交网络工

具进行着人际交流，他们有自己偏爱的不同的学习方式，对

学生这样的一种时代特征和身份的认定，应该引起我们这

些教育者的关注和重视，在实施教育行为的过程中，我们必

须学会用学生的语言和方式与之交流，我们不能把数字技术

的诱惑从他们的学习中剥离，相反，我们应该顺藤把数字技

术的积极作用引入到学生的课堂课外学习中，使其为我们所

用。

本文以《基础英语综合》课程教学为例，探索信息技术

在当代大学生英语学习中的应用。本课程自2015年9月份开始
尝试混合式教学，旨在引入国外高等教育极力提倡推行的线

上一小时线下三小时的学习模式，培养学生课前课后的自学

能力，把课堂教学延伸到学生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让学生

能够脱离课堂的束缚，利用网络，通过手提电脑、智能手机

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随时随地开展语言学习，给学生创造

语言环境，让他们无时无刻不浸泡在真实的语料环境中，潜

移默化地渗透英语教学。

那么，我们这门课程可以如何有效地把信息技术引入到

学生的语言学习中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途径来把信

息技术与本课程教学改革结合在一起。

1. 混合式教学最重要的学习载体是课程网站的建设。在
学校整个网络建设开发的大环境下网络课程的硬件条件基本

已可以满足。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各种丰富的教学资源，特

别是多媒体课件，课程组老师制作的录屏讲解材料，课外补

充的音视频、文本材料上传到网络课程中，使学生随时都能

打来开进行自主学习。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检验网

络学习的状况，并进行成绩的评定。

2. 目前学生几乎人手一个智能手机，有人说智能手机是
一个“魔鬼”，里面有太多诱惑，使学生不能专心致志地学

习。学校也提出了上课时不准玩手机的课堂学生行为规范。

但是如果我们能顺着学生的喜好去正确的引导他们借助手机

来进行语言学习，促进师生交流，这将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学生们除了可以在课堂上使用网上翻译软件查询课程中遇到

的生词和表达，师生还可以通过班级QQ群，微信群进行课上
课下的沟通测验。

3. 把现代先进的信息技术最大程度应用于英语学习还是
要在课下来完成。语言学习是需要语料输入的，有输入才会

有产出。所以现代大学生随身不离的通讯设备-手机就成了有
效的语言学习工具。当然网络上各种英语学习网站，APP应
用程序，音视频文件多如牛毛，质量参差不齐，这就需要教

师身先士卒，为学生筛选一些适合于学生观看收听学习的资

源，推荐给学生进行言语的渗透熏陶，特别是针对英语专业

的学生，国外的优秀情景剧、国内外制作精良的优秀播客，

TED演讲等，都是学生有兴趣去接触的真实语料，只要教师
加以正确引导，辅以适时的面对面的交流，会有意想不到的

学习效果。

在《基础英语综合》课程开展混合式教学的这两个月时

间内，笔者也在把文中所述的方法带入课堂内外，检验笔者

的预设是否能得到满意的生成。通过课堂观察和与学生的交

谈，结果还是令人振奋的。从课堂观察记录来看，学生们对

这种新颖的形式非常有兴趣，所以课堂气氛比较活跃，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了；从网络课程翻转课堂第一次

尝试情况来看，学生们还没有真正适应完全自我线下学习的

形式，不过自学能力强的同学已能很好利用课余时间来实现

课堂的解放，当然笔者在检验学生自学效果时也发现了不少

问题：比如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检验结果不尽如人意，需要

教师再适时的面对面引导；在对学生访谈的情况来看，大多

数学生对这样的尝试持肯定支持欢迎的积极态度，而且他们

觉得与老师通过微信等社交工具进行互动让他们觉得与老师

的距离拉近了，也能及时得到问题的解答。当然，这样的互

动对教师来说是更好地了解学生帮助学生的方式，但同时也

是增加了无形的工作量，所以这样的尝试还需要进一步的规

范和完善。

总之，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教

学形态会不断冲击传统的教学模式，信息技术对学生学习的

积极作用必将会不断地呈现并成熟起来。对信息技术在语言

教学上的应用研究也必将不断地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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