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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背景、理论基础、模式构建、网络环境下的教学效果以及网络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等方面对网络

教学模式进行研究,从而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精神,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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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多媒体网络教室、微

格教学等教学模式相继出现.而网络教学是基于计

算机网络,以学生为主体的新的教学模式,并促进新

“教学改革”的不断完善.网络教学是将计算机网

络、多媒体、数据库等应用到教学活动中的一种远程

教育.网络教学不仅得到了广泛的普及,而且形成了

标准化的制度.最著名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开

放式课程计划”,有专门的教育机构、相关部门和完

整的体系对网络教育学进行标准化的管理.我国教

育部门首批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湖南

大学4所高校被作为远程教育的试点院校.到目前,

我们已经拥有大量的网上选修课,比如锦程网的职

业规划课、尔雅网的科学文化课等等.

2 网络教学的理论基础

2.1 赞科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

发展性教学原则包括高难度、高速度、理论知识

起主导作用、使学生理解教学过程以及使每位学生

都得到一般发展的原则.一般发展是指从心理学的

基础出发,让每位学生可以全面发展,不仅包括智力

因素的发展也包括非智力因素的发展,也就是说让

学生可以身心结合全面发展.

2.2 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

教学过程最优化是指教师因时因地因学生有科

学依据地选择适当的教学原则、教学目标、教学方

法、教学策略等,以最小的代价可以取得最大可能的

成就.网络教学正在寻找适当的学习目标、任务、组

织形式、策略等,在耗能最低的情况下使教学得到相

对最大效果.

2.3 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育和发现学习

结构主义教育学说认为各门学科的基本结构是

最有价值的,它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记忆学科知识,而

且形成有效的迁移.发现学习理论认为学生可以凭

自己的努力对科学文化知识进行再发现.网络教学

主张发现式学习,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调学生内在动机

的培养.

2.4 布鲁姆的掌握学习理论

布鲁姆的掌握学习即单元教学目标的设计、依

据单元教学目标的群体学习、形成性检测、矫正学

习、总结性评价.掌握学习要求教师对每位学生负

责,帮助学困生矫正学习方法、端正学习态度、实施

补救学习、促进所有学生最大化的发展.网络教学模

式把握住这一原则,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模式更具有

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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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保罗·朗格朗的终身教育思想

终身教育认为:教育是从胎儿到坟墓的全程学

习;它不是局限在学校范围内的教学,同时也包括很

多非正式和非正规的教育;学习者自己要知道如何

学习;学习的内容无所不包;最终目标即形成完善的

人和和谐的社会.网络教学具有开放的时间、空间、

年龄、环境等,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

求,终身教育的观点在网络教学中都有所体现,同时

网络教学也加快实施终身教育的步伐.

3 网络教学模式的构建

高中物理网络教学模式包括创设情境、提出问

题、自主探索、网上协作、随堂测试、课堂小结.这种

教学模式让每位学生的物理知识形成有意义的构

建,培养学生的观察、实验能力.网络教学模式不仅

能有效发挥教师的主导性,而且能充分体现学生的

主体性,有助于实现因材施教即个别化教学的目的,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1 网络教学模式的条件

关于硬件设施,中学缺乏网络教学的专门教室,

教室中应该包括学生使用的电脑和教师使用的监督

器等.软件环境主要包括教师监督学生的系统、使用

Flash动画制作的教学课件、使用SPSS数据分析进

行教学评价,还有学生可以查找资料的专门网址等

等,这些条件在教学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

此网络教学模式有待我们进一步开发利用.

3.2 教学流程图

图1所示的流程图可以清晰直观地表明探究式

网络教学模式的整个过程.

图1 网络教学流程图

学生在上课前先进行测试,如果学生的成绩合

格(即i>80分),学生可以自己安排时间:听课或者

自学,但是必须是与物理有关的.不合格者必须接受

教师的面授和在线学习,完成每一课时的学习,进行

随堂测试,分数合格者进行下一个课时的安排;分数

不合格者进行循环的补救教学,直到分数合格为止.

3.3 网络教学模式的实施策略

3.3.1 提出问题策略

计算机网络技术迅猛地冲击着我国的基础教

育,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教学模式、教学策略、教学

评价等方面.在网络教学的环境中,教师通过哪些策

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呢?

(1)创设提出问题的情境:要让学生发现有价

值的问题进行探究,需要教师创设出合理的物理情

境,而多媒体网络技术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2)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意识:网络教学能够

重现生活情境,学生通过观察可以发现问题,培养学

习物理的兴趣.

3.3.2 创设情境策略

创设问题情境时应该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创设真实情境:网络教室的多媒体、超媒体

和虚拟技术提供“真实”的物理情境,它们把图、文、

声、像相互结合起来,提高物理情境的真实性与趣味

性.
(2)创设质疑情境:创设有质疑性的问题情境,

有助于培养学生深入思考、提出有价值问题的能力,

更能有效加强物理知识与生活实际的联系.

3.3.3 协作学习策略

协作学习即两人或者多人一组,相互讨论完成

教学任务,主要是培养学生竞争与合作的意识、相互

团结的能力.协作学习的基本策略有以下两种.
(1)竞争式的协作学习策略:提出相同的问题,

提供相同的教学器材以及资料,看谁可以首先完成

教学任务,达到教学目标.
(2)协同式协作学习策略:由小组共同完成一

项教学任务,学生之间相互辩论、互相监督、相互帮

助,每个学生进行分工合作,可以有效地培养合作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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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网络教学模式的模拟案例

3.4.1 课堂前测

让学生在题库中随机抽取试题,试题中既包括

前面所学知识的回顾,也包括新知识的预习.然后给

固定的时间进行自我检测,用电脑阅卷及时反馈学

生掌握知识的情况,教师通过了解每位学生的学习

情况,修改完善教学程序的设计.

3.4.2 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如表1所示.

表1 教学过程

环节 教学内容与教师活动
学生

活动
网络技术的应用

预习 指导学生在网上了解磁场 登录专题网站了解 利用网络创设情境

新课引入 问:自然界中都有哪些现象与磁场有关 答:司南、指南针、电磁炉等等
利用多媒体观看照片、视

频等

教

学

环

节

任务1:磁体有什么相同点 通过观察照片、视频总结磁体的共性

任务2:探究司南的工作原理 在探究过程中,了解地磁场的特性

任务3:观察奥斯特实验,想办法如何改

变实验中小磁针的偏转方向

通过实验探究,总结电流的磁效应、

磁场方向和电流方向的关系

利用网络收集材料、总结

磁现象的共性,培养学生的

信息检索、处理和归纳总结

能力

小结 师:总结本节课的知识框架 生:谈谈本节课的收获

随堂

练习
师:将复习题整理到题库中 生:进入题录进行自我检测

利用题库及时了解学生的

掌握情况

3.4.3 课后巩固

由于时间和器材短缺不能保证每位学生独立完

成实验,更不能保证实验都成功,通过Flash动画展

示实验过程,不但可以帮助学生理解电流的磁效应,

对于实验失败者,还可让其找出失败的原因.

4 网络教学的教学效果及分析

4.1 教学效果

网络教学与传统教学的比较如表2~4所示[4].
(1)学生对两种教学模式感兴趣的程度

表2 学生对网络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的感兴趣程度

教学模式 人数/人
很感兴趣 比较感兴趣 有兴趣 不感兴趣 没一点兴趣

人数/人 占比/%人数/人 占比/%人数/人 占比/%人数/人 占比/%人数/人 占比/%

网络教学 560 118 21 93 17 287 51 45 8 17 3

传统教学 566 49 9 58 10 143 25 242 43 74 13

  结论:网络教学比传统教学更受欢迎,即学生

们更喜欢在网络教学环境中学习.

(2)在两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

度的比较

表3 学生在两种教学模式下,知识的掌握程度

教学模式 人数/人
完全理解 大部分理解 部分理解 完全不理解

人数/人 占比/% 人数/人 占比/% 人数/人 占比/% 人数/人 占比/%

网络教学 560 87 15.5 136 24.3 258 46 79 14.2

传统教学 566 108 19 158 27.9 255 45 45 7.9

  结论:虽然网络教学模式比较受欢迎,但是在知 识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上网络教学不及传统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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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两种教学模式下,学生综合能力的比较

表4 学生在网络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下,综合能力的表现

教学模式 人数/人
掌握网络学习工具 交流协作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获取课外知识 创新能力

人数/人 占比/%人数/人 占比/%人数/人 占比/%人数/人 占比/%人数/人 占比/%

网络教学 560 399 71.3 423 75.6 521 93.2 361 64.5 436 78

传统教学 566 366 64.7 315 55.8 424 75 299 52.9 250 44.2

  结论:网络教学模式中培养出学生掌握网络学

习工具、交流协作能力、获取课外知识的能力、自主

学习的能力等明显高于传统教学.

统计分析(图2)发现,网络教学模式更受欢迎,

网络教学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交流协作能力、

自主探究能力、获取课外知识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图2 网络教学与传统教学的相关数据分析[4]

4.2 讨论分析

网络教学与传统教学相比较优点体现在:通过

前测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有利于因材施教的实施;

对于学优生,自己可以分配时间使时间有效利用;对
于学困生,采取补救教学,前测、后测结合,能及时反

馈学习情况,将诊断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提
高评价的可信度.但是网络教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学优生自学时会降低学习效率;对于学困生,进行补

救教学时,学生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不利于学生心

理健康发展;对于教师,需要提高计算机操作能力.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教师的操作技能进行专门的

培训,对学生的自律、自控能力进行培养,对教育体

系要完整化、规范化、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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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isthesis,wemainlydiscusstheweb basedteachingmodefromthefollowingaspects:the

backgroundofinstructionaltheory,theconstructionofteaching mode,theteachingeffectandproblemsin

currentweb basedinstruction.Itcancultivatestudents′independentlearningcapabilityandimprovethelearning

efficiencyandqualityofthe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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