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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们进入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背景，作为专业教育者，我们需要顺
应这种背景来调节我们的教育教学活动，进而让学校教育能够与时俱进，为学生、教师提供更大的见识空间与
知识应用空间。以高中语文教学为例，因为“互联网+”教育平台的生成，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可以积极地建
设共同体。进而在保持“个性”的同时能够积极地参与各种“共享”活动。有效地解决自己的个性化问题。而
产生最大变化的是课堂教学，更多的优化资源可以进入课堂，学生的学习节奏也可以产生转变，语文课堂可以
展现出学科“本色”。而在离开课堂之后，学生也仍然能够进行有效的学习活动，进而实现教学资源的高效应
用。本文就对此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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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互联网+”背景下的高中语文教学
文/王明蓉

一、提升教师教育能力
（一）有效开展备课活动
在备课活动中，教师会对于课堂教学中的每一个环

节进行积极地预设，在课后反思活动中教师会对课堂教
学进行有效的复盘。在有了“互联网+”做支持之后，
教师之间可以共享资源，可以挖掘显性与隐性的教育元
素，对于学生问题、教材、课堂活动进行有效的辨析。
并且能够在数据的支持下对于学生的学习活动进行预
设，为学生提供先学的学案。其间还可以对于学生的基
本学习情况进行追踪了解。如学习《桃花源记》时，教
师可以将课堂中需要突破的知识点进行整理，以问题或
者是测试题的方式共享到学习空间中，学生可以有效地
进行预习，梳理出自己的学习成果和各种疑问。在将这
些进行共享之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可以实现有效对
接。此时参与备课与反思的不仅仅是教师也有学生。

（二）打造研修共同体
“互联网+”教育背景的价值之一就是可以生成

各种“共同体”。在当前的教育背景中，教师已经生
成了一种无力感，他们凭借自己的能力难以完成所有
的教学工作，知识容量丰富也不再是他们的优势。在
“互联网+”的支持下，教师之间可以生成共同体，与
学生之间的沟通方式也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改变。如教
师可以将课堂教学与校园文化建设进行整合，让学生
在展现学习成果的过程中，接受教育影响。而教师可
以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活动造势，提供网络支持与学生
一起引领时尚。此时教师、学生可以一起完成各种创
作任务。如教师参与教研活动的方式可以发生改变，
教师之间可以有效地进行课件的开发，并且和学生家
长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连接，为学生营造大语文学习氛
围，学校教育影响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支持学校教
育，学校教育会逐渐转变为文化品牌。此时语文学科
的优势可以成为营造区域文化氛围的载体之一。

二、优化课堂教学
（一）营造适宜的学习情境
语文学科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对于环境氛围的要

求较高。在有了“互联网+”做支持之后，我们可以让
高中语文课堂中拥有适宜的情境，让学生在其中投入更
多的情感和思想。如在学习《再别康桥》时，我们可以

给学生一个立体化的学习情境，学生在这样的情境中完
成阅读，必然可以解读作者的情感世界，对于全文有深
入的理解。如在学习《林黛玉进贾府》时，我们可以选
择相关的影视资源，让学生在“可视”资源的支持下能
够品读每一个细节，进而让学生生成强烈的代入感。当
然，这些资源的选择不仅仅可以由教师来完成，学生也
可以凭借自己已有的体验来进行选择与创作，进而实现
情感、思想的共鸣。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还可以为学
生营造互动的学习空间，让学生能够提升课堂学习的参
与度，此时还可以提升语文课堂的艺术性。

（二）改变课堂教学模式
随着“互联网+”教育背景的生成，学校教育空间

中很多环节都产生了质变。其中我们要在教学模式的
改革方面加大创新的力度，让学生的学习空间能够和
外界大环境的改变进行并轨。如可以积极地开发线上
教学模式，这里所说的线上教学不是简简单单听课，
而是多样化的开发，“发言、倾听、回应”，让高中
语文教学中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参与“探究、讨论”。
期间我们可以将慕课、翻转课堂、微课等教学模式进
行整合，促使学生生成自主学习的能力。如在学习
《牡丹亭》时，可以让学生先借助微视频对于教学内
容有基本的了解，再让学生应用多种方式来完成个性
化学习成果的展示。在课堂中，让学生参与讨论交
流，在离开课堂后能够进行有效的延伸。此时，我们
可以将课堂学习与课后学习活动进行整合，让学生能
够借助网络平台的支持对于碎片化的时间有更为高效
的应用。当然学生也可以成为媒体资源的创作者，我
们要相信高中学生拥有成为“创客”的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开展高中语文教学时，“互联网+”

教育背景的应用可以为我们落实教育目标提供极大的支
持，它在提升教师教育能力，改变课堂教学模式，拓宽
学生自主学习空间方面已经展现出极大的优势。作为专
业的教育者，我们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用新技术开
辟新平台，打造新模式，有效地推进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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