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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环境下的研究性学习模式探索

张笑盈 钟海蓉

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重庆 400065

摘 要: 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正以破竹之势冲击着整个教育领域，使教育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高等教育行
业。高等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复杂多样和不断创新的 21 世纪，高等教育模式也顺应时代在不断地发展
和更新。将信息技术与传统教育进行整合，扩大了教育机会的同时，又保障了教育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教育质量和技
术的一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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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
要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增强科学研究能力，全面提高高等
教育质量。2012 年教育部发文《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
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高等教育要坚持内涵式发展。
为了响应国家政策和适应社会需求，高校纷纷把深化教育改革
的重心转移到如何有效地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思维中去。

一、辩证剖析: 教育模式的现状分析
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之后，我国大学急速扩张，高等教育

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教育发展不平衡、
教育机会不均等以及教育质量下降等问题。高校教育资源优
质，但具有局限性。网络课程虽遍及互联网，课程运用信息化
比较多的还是在选修课上，也称“MOOCs”。MOOCs 教学设计
凌乱，毫无针对性。［1］没有一套系统而又权威的课程结构。

课程整合，即课程综合化。［2］早在 19 世纪就被提出，19 世
纪末比较著名的课程整合计划有齐勒计划( 历史、文学、宗教中
心整合论) 、地理中心整合论和儿童中心整合论等。课程整合
没有统一的模式存在。按照其传播手段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线
上和线下课程整合。传统教育模式能够使学生很好地理解前
人的知识成果与经验，但却对于学生的发散思维培养有所局
限。在信息化时代，我们要合理利用互联网资源的丰富性、广
阔性、多样化以及共享性等特点，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创新思维
的培养，进而开展研究性学习。

二、路径初探: 课程整合的主要措施
这里谈到的课程整合主要是指课程内容与信息技术的结

合，使学习者从传统的“授———受”教育模式转变为主动学习、
探究性学习和研究性学习。当然不同的课程其整合方式可能
略有不同，信息技术可以与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资源，以
及课程实施等融为一体。

( 一) 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建立课程结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

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高级专门的知
识不代表课程之间相互独立，即知识是有序而不是堆加的。对
于学生来说，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也更利于学生全方位
思考问题。当然如果完全靠人力来进行课程整合的话，无疑是
一个庞大的工程。但是现代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线上进行整合
会节省许多工作量。老师布置任务时，也可以跨学科布置，让
学生组成研究小组，拉长时间期限，这样更有利于诱发学生的
研究兴趣，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思考研究的课题，不断地融合
知识来解决遇到的问题，从而使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发散思维等
得到锻炼。

( 二) 利用网络资源多样化发散学生思维
如今社会的需求多样化，学生也应该适应社会发展，除了

具备专业知识外，也应有自己的特点。课程整合利用网络资源
多样化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课程的学习内容以多媒体的
形式展开，让学生全方位的理解知识。学生选择适合的接收方
式，进行有效的知识传递，调动了学生的思维，不再局限于书本

知识，更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另外，学生在做课题的过程
中学会如何运用这些综合性知识到实际情况或网络模拟的实
际情况中，这样会一定程度上缩短学生刚参加工作时需要的适
应时间。

( 三) 利用网络资源共享扩大学习机会
出国可以丰富阅历，增长见识，拓宽眼界。在现阶段，即使

许多大学留学和交换生的名额有所增加，但也是求大于供。在
整合初期阶段，国内外学校间可尝试进行更多更深层次的交
流，将资源扩大化，不同国家的学生之间可自主交流。信息化
时代，网络已经走向全世界，学生即使不出国，也有机会可以了
解他国文化和教育情况，给人们彼此间更多的交流切磋机会。
国内外同阶段学生课程间的交流，也更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和
研究的兴趣。

( 四) 利用网络实时性监控课程
在课堂中，我们往往需要一些“秩序控制者”来保证教学质

量。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其环境鱼龙混杂，有些学
生的自制力不够强，很可能沉迷于与课程无关的内容，从而使
教学质量下降。进行线上的课程监控，实时掌握学生的学习内
容和进度，提高教学效果。我们运用网络教学的目的之一是利
用一个愉快而轻松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思考，扩散学生思维，
如果在课程学习中，学生有什么新奇的观点，可以立即查阅相
关资料，来验证自己的观点或扩散思维。所以课程监控的目的
并不是不让学生做任何其他事，而是为了学生本身的进度和学
习质量达到提高。

三、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也不再局限于“教室-课堂-学校”三

位一体的传统教学模式，信息技术在教育行业中应用越来越广
泛。我们在互联网环境下的研究性学习开展可以通过利用网
络信息技术、资源多样性、共享性、实时性与课程结构、课程内
容、课程资源以及课程实施等融为一体，发散学生思维，扩大教
育机会，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
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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