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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模式教学是随着计算机网络和技术发展新兴起来的一种教学模式，以网络技术为依托，为学者提供

教育信息和教学资源，即通过一些网络途径建立起教师与本科生之间的教学关系。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

这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需要本科生积极转变学习思维和方法，加强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充分利用先进

技术，使信息资源优势价值得以充分体现。本文通过对本科生网上自主学习中遇到的常见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一些网络教学模式下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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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twork mode teaching is a new teaching mod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network and 
technology, which provides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and teaching resources for scholars based on 
network technology. That is, through some network channels to establish the teaching relation-
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undergraduate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this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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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eaching mode, which requires undergraduates to actively change their learning thinking and 
methods, and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The advantages and 
utilization value of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can be fully reflected. This pa-
per analyzes the common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online autonomous learning of under-
graduat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s under the network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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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模式下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的必要性 

1.1. 网络教学模式成为必然趋势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网络技术不断提升，信息得以飞速传播，这为网络教学模式的产生提供

了必要条件。在教学方面，基本上目前所有高校都在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培养本科生，如利用大型网课平

台对本科生进行通识教育，例如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等[1] [2]。在知识接受方面，时代的

变化，让现在的生活节奏也较之前有所加快，现在的本科生也需要一种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教学模式，

而通过网络学习新的事物，可以让生活变得更便捷。除此之外，疫情期间的“停课不停学”政策，将网

络教学推上高潮，由此次事件可以意识到网络教学不仅可以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更能够使教育资源

得到公平分配，因此，网络教学模式有着其可持续性发展的独特优势。 

1.2. 自主学习能力提升的必要性 

过去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下，学生们习惯于被动接受式的知识灌输模式。新的教学模式以网课学习为

主，而网课学习过程以自主学习为主。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不仅带来了网课这种上课方式，更多出现

的还有各种社交平台、娱乐项目。本科生从中学时代高压的应试环境进入到氛围相对轻松的本科生活中，

往往容易放纵自己，容易导致在上网课过程中去做与学习无关的事，这时就需要本科生有较强的自主学

习能力，抵抗诱惑的同时学习到必要的知识。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我们逐渐迎来了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海量数据不断涌现，一个不具有

自主学习能力的人不仅难以开展创新活动，还会在错误信息中迷失自我，变成新时期的“文盲”。所以

本科生需要积极转变学习思维和方法，对海量信息进行积极开发和利用，借助大数据技术，对有价值的

信息进行有效筛选和过滤，对自主学习能力加强培养，使先进技术及信息资源的优势和利用价值得以充

分体现[3]。 

2. 网络模式下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科生从应试教育体制下的高约束、高压力的学习方式骤然转换到本科阶段的低约束、低压力的自

主学习环境，对学生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再加上网络的迅速发展，让网络教学模式已成为发展大趋势，

使得这种新的教学模式下诱惑因素变得更多。学生抵抗诱惑的能力常常不足以适应学习环境和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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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重变化，且学生们对学习的兴趣不是特别浓厚。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及结合身边的现象，总结目前本

科生自主学习能力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点： 

2.1. 对自主学习重要性的意识不足 

在中学阶段，学生接受的是应试教育模式的训练，学生们长期处于学校、家长和老师的监管下进行

学习，学生们习惯于被动接受式的知识灌输模式。这种高约束性、高压力下的监管学习方式有利于整体

学习效率的提高，同时也使学生丧失了一部分的自主思维性，产生一种知识接受上的依赖性。上大学以

后，学生们还没有完全从以前的教学模式中脱离出来，还保留着原来的学习理念，认为大学学习的方法

仍然以老师为中心，依靠课上老师的讲课内容与课下老师的作业督促。随着网络的发展，学生可以接触

到的学习信息变多，但很可以能良莠不齐。对于好的学习内容，如名师网课、科学学习方法以及各种与

本科生专业领域相关的前沿信息和文献等，学生们对查找这些对自身学习有利信息的方法可能还一无所

知。除此之外，本科生还面临着随时沉迷于网络的风险，在上网课时，更有可能无法专注于老师所教的

内容，受到刷视频或者打游戏等网络娱乐方式的诱惑。 

2.2. 自主学习动机不足 

学习动力是自发性的学习内部动力，是指激发个体进行学习活动或者维持已引起的学习活动，并使

行为朝向一定学习目标的一种内在过程或者心理状态。据调查，本科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薄弱环节包括

本科生没有明确学习目标和计划制定能力的不足[3]，显然学习目标不明确让本科生很难有学习动机，本科

生即使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但是缺少内部的动力驱使本科生进行无趣且乏味的学习，在网络教学模式

下更为严重，本科生更愿意选择能带来短暂快乐的短视频或者游戏等，而放弃枯燥乏味的网络模式教学。 

2.3. 自我监控能力不足 

网络的发展使得手机娱乐变得更为便捷且内容丰富多彩，为了吸引更多的用户，手机娱乐开发商们

绞尽脑汁，而本科生们大多都是智能手机的用户，在这种环境下，本科生容易沉迷于网络世界，陷于游

戏、低质量网剧和无用社交软件中无法自拔，浪费大量时间，一事无成。因此，网络环境需要净化监管

的同时，如何让本科生建立到一个科学且有效的抵制诱惑的网络学习模式更为重要。另外，依赖于现在

的搜索技术，本科生对于学习中的问题，往往不会主动探索或者请教老师，转而通过网络搜索自行解决，

但网络信息量大且良莠不齐，本科生容易对所学知识一知半解而不自知。 

3. 影响本科生学习能力不佳的原因 

3.1. 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主要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学习模式。大部分高校教师习惯性地照本宣科，

不去思考怎么让本科生产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在录制网课时也只是以讲授式教学模式为主，将所有关于

该课程的 PPT、教学任务、各类辅助教学资源和扩展资料等传到网上，要求本科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全程无老师参与，实际上就是将线下的“灌输式教学”移动到了线上，单纯依靠 PPT 教学，缺少老师与

学生之间的互动，老师没有将自己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教给本科生，学生只会觉得枯燥无味，更愿意

选择又具挑战性又具趣味性的手机娱乐，不想学习，更不会主动学习，缺乏主动学习的思维，导致大学

生探索的积极性减少，这已成为了大学生没有自主学习能力的一大障碍。 

3.2. 缺少正确的引导 

首先，对于学习资源的查找与筛选方面，部分本科生就存在明显不足。据调查，在资源获取能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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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 61.3%的大学生能够熟练运用网络工具查找学习资源，有 63.9%的大学生能够做到经常查阅资源以

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但只有 42.9%的大学生知道应用哪些学习资源，超过一半的学生对数字资源知

之甚少，有些甚至不知道中国知网等国内知名学术平台[3]。可见在网课的查找与选择方面，本科生出现

的问题也是如此，因此关于一些本科阶段常用的资源平台和网课平台的普及就非常重要； 
其次，在网课的学习过程中老师的引导非常重要。网上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空间距离增大，若是延续

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学生很难集中注意力，只会在老师大段的独白中感觉枯燥无味，导致学生探索的积

极性减少。如果老师可以利用网络教学多样化的互动优势，及时接收到学生的反馈，与学生积极讨论，

便可以大大提高学生们的积极性，如老师可以融合自己所学提出有价值的思考题供学生们思考等，切忌

照抄 PPT 的问题凑数。 
最后，如何增强自控力，提高时间管理能力，如何利用老师给予的资料进行及时的自我测试和调整

学习方法，科学的学习方法是怎样的以及如何找到科学的学习方法都是本科生在学习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学校组织相关知识的普及并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 

3.3. 线上教学平台功能不完善 

平台和技术作为网络教学的载体，及时增设更加符合年轻人上网习惯的功能，让学生在学习网课的

过程中产生学习的乐趣，加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互动感非常重要。网络教学平台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提升：

对于学生这边的学习端，可以增设弹幕等适合本科生的方式增加学习交流，让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便可

以针对疑难点问题进行及时讨论，减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无助感，让学生可以沉浸式体验网课学习。

另外，对于教师这边的教学端，目前的网络教学平台大多只提供让老师上传教学 PPT 和教学资料的功能。

可以考虑添加让老师可以根据自身所学提出思考性问题，让学生们通过查阅资料解决疑问并与老师讨论，

之后老师再针对共同的疑难点进行录制视频讲解的功能，这样可以使本科生可以更好的理解课上内容和

相关知识点。同时，在课程较为繁多时，可以适当地增加对本科生进行提醒的功能。 

4. 网络教学模式下提升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建议 

4.1. 学校开展相关教育，使本科生了解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性 

首先，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学生在相关理论知识学习过程中，形成自我认识和见解，有利于

学生将所学习知识有效内化，对自身知识结构进行有效构建。同时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更好

地将课堂所学知识进行消化、理解以及全面吸收，并在学习的过程中，对问题发现、解决等思维方式及

习惯进行培养，对后续就业基本技能进行充分了解和掌握，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4]。因此学校应该从入

学开始就持续对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进行教育，让他们确定学习目标，做好学业规划；教师可以通过每

周班会对大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引导，让他们懂得自主学习对于人生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引导大学生建

立良好的学习方式；还可以通过定期讲座的形式，引导学生接受自主学习的理念，让本科生对知识的接

受化被动为主动，重视互联网知识共享优势，从而促进本科生能力的全面提升，提高学习积极性。 

4.2. 引导本科生提升信息资源获取能力 

现阶段，大学生信息处理能力仍明显不足，不少学生只掌握了计算机基本知识和操作，对互联网时

代背景下的信息技术等先进技术的深入应用缺乏了解，信息处理能力不足，难以自行完成信息搜索、查

询以及信息加工等操作[4]。在信息时代，当代大学生应当具备从网络上获取信息的能力和甄别有价值信

息的能力，为自主学习提供可能性。因此，培养大学生获取信息资源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大学

生也要学会搜集、处理和分类相关信息，学校应在图书馆等相关部门设立信息处理求助平台，当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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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搜集信息时遇到较大困难时，可以向专业教师进行求助，从而有效的培养自身的自主学习能力。学校

也应该加强相关方面的知识普及，在校内组织对一些基本的数据获取网站的信息进行宣传及，让本科生

可以提前打破信息差，提高他们在本科期间的获得感，减少他们的迷茫感。 

4.3. 形成以本科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以大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对于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主要以线下为主，

以教师、教材和学生为主体进行教学，而网络教学模式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教师为中心”

的教学模式下，本科生基本上处于被动听讲的状态。而在以“本科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中，主要是本

科生进行自主寻找问题、思考问题，最后共同探讨解决相关问题的过程，教师成为辅助角色。形成以“本

科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主要可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首先，提升本科生的自主定向能力。引导学生学会为自己制定学习目标及计划，无论对线下教学模

式还是网络教学模式都至关重要。先从培养学生制定课程学习目标及计划的能力开始，再逐步拓展到制

定其它学习目标及计划上，最终全面提升学生自我定向能力。具体而言，学校以及任课教师应该先给学

生提供科学的学习计划制定模板，后让学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独属于自己的学习计划，同时找到合

适的人监督，逐步引导学生自己独立思考，使其能把握课程的学习目标。最终，让学生能够学会独立制

定学习计划，这便实现了“以本科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第一步。 
其次，系统性的传授学习策略，提升学生学习策略的应用能力。调查发现，学生在学习策略应用上

的主要问题是习惯于简单记忆，缺乏融会贯通和理论联系实际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缺乏创造性。

因此，教师应利用互联网便捷有效的信息传播优势，系统传授学生学习策略：一方面，科学地传授学习

策略相关的理论；另一方面，让学生自己讲授课程、做项目、写论文。一次完整的授课过程也是课程内

容的二次创作过程，应涵盖系统的学习策略，包括学习资源的搜索、选择和应用，授课内容的理解和重

新诠释，课程逻辑和重点、难点的提取和把握，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对照和解决能力等，整个过程应综合

运用到多种学习方法。综上，任课教师可以有选择的让学生自己备课讲授，教师则予以相应的辅导，帮

助学生学会搜集备课的素材、构思讲课的逻辑、撰写课程的教案、制作讲课的课件、最后能够清楚明了

地讲解课程内容。这样，学生便可以在实践中提升学习策略的应用能力，增强学生的自信心，让“以本

科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成为可能。这种模式有利于充分发挥大学生的能动性和积极性，使大学生能够

独立的学习一堂专业课程所需相关知识，区别于以往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抑制了大学生的学

习主动性，不利于其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4.4. 促进师生在网络上的互动交流 

网络教学在空间上属于个人独立的学习状态，可能会产生孤独感，学习过程也会容易产生因听不懂

得不到及时沟通而丧失学习兴趣的风险。因此，就需要网络平台完善相应的功能促进实时互动和交流，

弥补线上沟通不及如线下面对面直接的不足。如可以利用投票、连线、提问、习题等发布、课题讨论等

方式来促进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在课堂上集中大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大学生对问题的思考能力。线上

也可以仿照线下小组学习模式，推出线上分组评估并对表现优异小组进行加分，以此促进师生间、生生

间的互动交流。有平台针对的年轻人上网特点增设了网课弹幕这一新兴功能，让学生可以实现直接、快

速、有趣的相互交流，疑难点问题直接通过弹幕的发布得到及时解决，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兴趣，

降低学生的孤独感和无助感。本科生自己也应当养成从他律到自律的学习转变，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4.5. 引导大学生学会自我评价 

对自我进行评价可以让学生了解自己对知识的理解能力和掌握情况，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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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同时不断总结相关的经验教训，进行自我反省，从而更好地根据学习实际情况调整

学习进度和方法。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离不开自我评价能力的提升。因此，在网络课程教学时，教师应

将课前预习要解答的问题、课中要深入讨论的问题、课后的作业或练习、课外拓展的任务都及时发布给

学生，学生可以根据这些内容进行自我评价，教师只需予以监督即可，这样就能促使学生养成自我评价

的习惯。自主学习能力是大学生核心能力之一，是实现终身学习理念的基础。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不仅

在校期间对自己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在将来进入社会以后也会对事业道路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作为当代大学生，要不断提高自身自主学习能力，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资源，进行自我学习，以适

应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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