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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时期网课教学的教研初探

◎田雅妮
摘要：疫情期间，为了响应“停课不停学”的号召，我们学校全面开启了网络直播课。这是飞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带给

我们的便利，同时也让我们深切体会到了信息技术与高校课程教学深度融合的必然趋势。本文就上网络课的情况总结了一

些经验，同时也梳理了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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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一堂网课到复学，由不熟悉到熟

悉，再到得心应手，经历了一个小痛苦到

快乐的过程。下面针对网课的存在的一些

问题以及我个人的一点小经验来简单地谈

一谈。

一、努力适应教学设备

网络授课改变了教学场地，更换了

新的教学设备。从教室到家里，从投影仪

到手机，授课对象也从一个个生活的面孔

变成了闪动的屏幕。因此，在上课之前我

做了多种尝试，是用电脑用课件讲课好，

还是用手机操作好？耳机话筒是否一应俱

全？课件能否顺利播放？学生有没有通知

到位？这些都需要上课之前认真考虑，仔

细布置。经过这段时间的摸索，我总结出

了一套适合自己的网课方案：用电脑播放

课件，用手机发布问题和头脑风暴，及时

查看同学们的课堂答疑。手机和电脑并用，

有序地展开课堂。虽然新的教学设备会受

制于某些客观条件因素的限制，比如说手

机性能、网速以及其他辅助设备，但是只

要熟悉了这些设备，灵活运用，就能突破

空间的限制，建立新的授课方式。

二、灵活调整教学内容

在传统课堂上，同学们手捧课本，勤

做笔记是最常见到的课堂环节。但是在网

课中，这些都被电子课件和电子文档取代

了，如何让同学们既能学习新课，又能掌

握课堂重难点成了我重点考虑的问题。在

经过和同学们的反复沟通以及多次课堂实

践，我发现同学们对文化课更感兴趣。课

文重难点固然重要，但是他们更喜欢探究

作者的生平，相关的历史背景，以及潜藏

在这篇课文当中更深的文化内涵。比如在

上《怀沙》这篇文章的时候，同学们就很

好奇，屈原跳江的历史背景，以及当今屈

原形象的塑造与形成。因此，在上这篇课

文的时候，我们除了分析字词与文章内容，

还探讨了各个时期人们对屈原的解读与精

神寄托。

又如，在上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

怀五百字》这篇课文的时候，我又加入了

对李白的欣赏与理解。通过对比，让学生

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杜甫“诗圣”与“诗

史”的意义，也明白了唐朝浪漫派诗人和

现实派诗人的区别。

作业的布置和检查也是教学活动的重

要环节。但是网课的特殊性要求学生和老

师必须对作业的布置和批改做出适当的改

变。在这个环节中，我也因地制宜做出了

变动。虽然使用的是通讯设备，但我并没

有过于依赖电子产品的便利性，仍然要求

同学们以手写为主，以拍照的方式提交作

业，而不是单纯地在知到 APP 中上交电

子档作业。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同学在

网上复制粘贴的惰性，也便于他们理解和

消化课堂上的内容。

三、重新构建教学主体

网课刚开启的时候，由于不熟悉新的

教学设备和教学方式，“教师为主导、学

生为主体”教学原则被打乱，整个课堂很

容易出现无序的状态。见不到学生，意味

着难以维持整个课堂的氛围，难以掌握整

个课堂的节奏。学生们有没有听课，听了

多少，其中又掌握了多少知识，这些以往

在课堂上稀松平常的事情，却难以在手机

的另一端得到回应。学生们面对这样自由

的环境，也难免会有一些“过火”的行为。

比如边吃早饭边听课，或者把手机放在一

边，自己却和亲戚朋友聊天逗乐、再或者

上线签到后继续回到被子里睡大觉。这些

情况难免发生。而老师们面对这样的情况，

紧靠不能见面的网课往往束手无策。教学

效果大打折扣。但是经过摸索与尝试，我

发现，这种情况还是可以通过 APP 的各

种功能得到缓解甚至改变。比如，在网课

中，我全程开启“课堂答疑”这项功能，

鼓励同学们发言，即便是匿名的形式，如

果和课堂相关，我都会积极回应，这极大

地提高了同学们上课的积极性。

在上苏轼的《记梦回文二首（并序）》

这篇课文时，考虑到苏轼是学生们熟悉的

大文学家，于是我开启了头脑风暴这项功

能，鼓励同学们大胆写出对苏轼的印象，

再通过这些碎片标签拼凑成一个较为完整

的苏轼形象。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发言

的同学都好像是拿着一块拼图，这样的教

学方法调动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获得了

同学们的好评。

除此之外，我还把同学们随机分为了

几个学习小组，让他们根据我给的提示去

预习下堂课的主要内容，在上课的时候，

请他们以小组为单位和大家分享预习的内

容。在这个过程中，我成为了教学活动的

组织者，将凌乱的教学课堂再次有序地组

织了起来。

教师主导作用和学生主体作用相结合，

是教学的一条基本原则。只有弄清“教为

主导、学为主体”的这一理论基础，才能

增强在教学实践中贯彻这一原则的自觉性，

才能在教学实践中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

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学习、摸索与实践，

我逐渐掌握了一套能够让教学效果较为理

想的教学方式。从目前的课堂反馈来看，

出勤率基本达到 100%，每堂课都能维持

三、四次互动，且课堂答疑与头脑风暴基

本在 200 条以上，这对只有 39 人的小班

来说，课堂氛围实属活跃。同时也反应了

同学们对大学语文课高涨不下的热情。这

也说明了网络授课虽然带来了新的挑战，

但只要认真学习，灵活运用，也能达到理

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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