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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信息碎片化环境下学生学情特点以及对教学带来的冲击与挑战，以工科弹药类专业课程为研究

对象和实践载体，开展网络信息碎片化环境下高等院校专业课程教育教学改革策略及实践探索。文章分

析了信息碎片化的基本内涵，剖析了信息碎片化传播模式对学生学习质效造成的影响，提出了为弹药类

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的升级改造、教育教学资源的更新迭代、教书育人宗旨的进一步跃升的建设意见和具

体思路。其研究成果对于其他工科专业课程升级改造、优化设计借鉴等也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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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 learning 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on fr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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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tion, as well as the impact and challenges it brings to teaching. Taking engineering ammuni-
tion cour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practical carrier,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form strategies 
and practices of higher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ourse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twork infor-
mation fragmenta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fragmente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on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student learning, and proposes construction suggestions and spe-
cific ideas for upgrad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ammunition related profes-
sional courses, updating and iterating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further elevating the purpose of 
teach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Its research results also hav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value for 
upgrading and optimizing design of courses in other engineering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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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学校组织教学活动的主要形式和人才培养的基本场所，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是提高院校

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和根本保障。专业课程是接续理论知识，启发任职岗位能力培训的

纽带。课程性质决定了专业课程具备较强的理论知识体系，也具有强烈的实践应用背景。提升专业课程

课堂教学质量是落实人才培养方案的关键环节，对于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认知水平、能力素质等至关

重要。 
移动互联网技术更新迭代速度飞快，其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人类社会进入信息碎片化时代。信息碎

片化环境下信息传播主体去中心化、内容碎片化、阅读割裂性和传播快速化[1]等，深刻影响着院校教育

教学活动的开展。信息大爆炸时代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对碎片化信息真假难辨，潜意识层面认知不足，

极易导致错误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同时碎片化信息割裂的内容框架导致其知识模块系统性、逻辑性和

深刻性相对缺失，被动接受信息的阅读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的思维习惯与能力，造成学生发现问题、

思考对策、应变实际挑战的能力变弱退化等不良后果。因此，院校传统的教育教学活动已无法应对信息

时代院校学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发生的转变，课堂教学面临的挑战重重。相比外界海量的

信息内容，院校课程教学呈现出内容体系相对落后、教学内容吸引力不足、课堂教学组织缺乏活力等突

出症结，学生学习积极性不足、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频发，直接影响教育教学质量。 
为适应信息碎片化环境对院校教学尤其是专业课程教学带来的冲击与影响，本文以工科弹药类专业

课程为研究对象和实践载体，在剖析网络信息时代学生学情特点基础上，开展信息碎片化环境下专业课

程教学方式方法改革与实践探索，力图为弹药类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升级改造等提供建设意见和具体思路。

研究成果对于其他工科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策略提出也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2. 网络时代信息传播主要特点及信息碎片化基本内涵 

“碎片化”，其本意是具有完整系统的东西分成诸多零碎碎片。而在信息学方面，碎片化的概念是

指全新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新的社会形态，通过虚拟的网络建立真实的连接，在海量的信息体系中阅读趋

于分散的信息。随着自媒体平台和信息传播媒介发生的深刻变革，信息呈现的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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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仅仅生活娱乐化信息呈现井喷式发展，教育教学领域也深受冲击，整体上网络信息传播呈现碎片

化的模式，信息碎片化时代应运而生。信息碎片化时代是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而显现，主要

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 
一是传播主体的去中心化。新的通讯技术和生活模式影响下，个体终端在传递信息链路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相对于传统媒体对信息传播的控制，每一个终端个体均是信息的传播者，也极大可能

增加了信息再生成的能力，不仅传播信息的空间界限弱化，传播信息的时间维度也大大增加，传播主体

去信息化的同时引发传播主体的自主化和自发化。 
二是信息内容的碎片化。自媒体时代海量信息充斥在各大网络平台，想要增加信息被阅读的概率与

机率，获得较高的曝光率，就要在信息内容上下大功夫，因此信息内容必须具备高度浓缩的主旨与内容

框架，前因后果和内容发生的时间背景往往没有过多时间再描述，因此极多数信息内容体系不完整，有

些内容的生成甚至随意捏造、断章取义；同时信息在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下，传播个体在传播信息时可

能带进自我见解和感情色彩，极易造成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扭曲甚至失真。 
三是阅读的割裂性。阅读的割裂性体现在两方面，首先信息内容高度浓缩的主旨和框架造成本身阅

读到的信息即处于内容割裂化的状态，其次相对于传统媒体对信息传播的控制，新兴媒介使得信息传播

时间加快且带有极具的感官刺激性，大量信息涌动条件下，人们阅读的时间被迫减少，注意力难以集中，

获得相对完整的阅读体验越来越难，这也造成了阅读的割裂性。 

3. 信息碎片化背景下学生价值观、行为方式与思维习惯分析 

课堂教学学生为教学主题对象，深挖信息时代包含学生的学习特点等在内的学情特征是提升课堂教

学质量的重要突破口。 
学生首选也是社会自然人中的一员，信息碎片化时代的特点也必将会影响学生的价值观、行为方式

与思维方式等。从积极作用来看，信息碎片化的传播使得课堂与实际生活的界限逐渐模糊，教学课程的

海量信息也在各大平台涌现，如哔哩哔哩、长江雨课堂、超星优课等平台上就有素材丰富甚至出乎意料

的学习资源。作为课前学习的可行补充，信息碎片化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点预先进行了解，且海量知识在

感官上刺激性更大，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学习主动性。从积极作用来看，信息碎片化在一定程

度上满足了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在调动学生主体意识，培养良好独立学习能力方面颇有益。 
从带来的消极影响来看，碎片化信息，学生对于像归纳、推理、联想和抽象等科学思维方法的应用

和实践在逐步减少[2]。信息碎片化时代的特征之一即为阅读的割裂性，这导致其信息的主旨内容很大程

度上是不完整的，缺乏前因后果等完整事件链路的，同时为提升曝光率，信息往往简短高效、逻辑性缺

失且深度降低。学生在接受此类信息冲击影响在下，会引起价值观、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影响。如：

使得学生惰于思考而更倾向于被动接收，阅读层次、情感深度都趋于浅层化，历史观也逐步弱化；需要

一些额外信息辅助学习时也是直接检索搜索即可，带到课堂教学当中，极易发生注意力无法集中、发现

问题的能力变弱、思考能力下降、缺乏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一系列不良后果[3] [4]；即使能够接收一部

分信息，学生缺乏去伪留真的能力而可能造成错误的认知取向，如智能 AI 等会带来不知正确与否的答案

与结论，学生们缺乏专业知识的积累无法辨别真伪，如若得不到及时纠偏，长此以往，学生们不仅陷入

被信息支配的被动局面，其价值观、认知水平、思维习惯等将陷入恶性循环，这对于高层次人才培养危

害极大。 

4. 信息碎片化时代对传统课堂教学的冲击与影响 

信息获取的便捷高效并不意味着学习效率一定提高。这与学生使用信息化媒介的主要目的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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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学生手机当中的 APP 为例进行分析，大多数学生使用手机的首要目的是娱乐，如网上交友、购物、

观看趣味视频等，学生热衷于在微博、微信、抖音及小红书等平台分享自己的一日生活与思维见解，点

赞、评论等功能使得陌生人也可以与之交流沟通，获得认可的满足感使学生沉迷在泛娱乐化时代，严重

的会沉溺其中无法自拔，将心思过大地花费在网络上，课堂就成为了应付差事的场所。即使利用海量信

息完成课业知识积累，庞大的信息海洋使得在极短时间内找到有用信息即为困难，同时失真错误信息鱼

龙混杂，辨别真伪也要花费不少时间，大部分精力都遭到了浪费，那么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就力不从心，

在课程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反而会对学生的学习效率起到负面作用。 
信息碎片化时代，学生获得知识、发展专业能力的方式变得多样，不再只是拘泥于课堂授课。相对

于传统相对晦涩的课堂教学，网络信息纷繁复杂，感官刺激充分，更易得到学生青睐。从这一层面看，

信息碎片化时代对课堂教学带来的冲击不小。要适应信息碎片化对学生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改变以及

对课堂教学的影响与冲击，课堂教学的内容主体、教学策略方法、实施过程等都必须做出调整，高校教

师也要顺应信息化时代、碎片化时代、AI 智能化时代发展趋势，认清新形势，尽快做出教学方法的调整，

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把学生吸引回课堂，减少甚至消除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厌烦情绪。 

5. 基于专业课程的应对信息碎片化的实践探索 

从教学行为发生过程来看，教师、学生以及教学方式策略等的改变，均可有效改善信息碎片化时代

对传统课堂教学的冲击，一些学者也认为，打造专业素质过硬的教师队伍、着力提升学生能力素养、加

快整合改革教学方式等均是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5]。 
对接工科弹药专业类课程，研究制定确实可行的应对信息碎片化的途径，将上述提出的应对策略在

教学实施过程中进行实践与探索。 

5.1. 努力提升教师的教学业务能力，科学合理整合碎片化知识 

教师是同时实施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的客观主体，其综合素质地提升对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而言意

义重大，尤其是青年教师，其业务能力的提升对于整个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需要

锻炼教师有对网络资源整合的逻辑思维与能力，以及对网络上与专业知识存在偏差的信息纠偏能力。以

2023 年“弹药概论”教学经历为例，在实施课程教学时，发现学生对军事相关时事政治关注密切，尤其

是俄乌冲突中武器运用等与课程教学内容紧密相关事。学生在课下会通过自主学习掌握部分武器使用情

况，掌握的途径有文献搜索、热点推送的实时新闻等。但通过课堂教学，发现学生对武器弹药、器件的

名称仍然采用新闻报道中的叫法，并未体现专业性，如爆炸成型弹丸中的药型罩结构，新闻报道将这一

部件称之为爆炸成型弹丸，显然是不正确的，这一点在课堂教学时进行及时纠偏。同时，教学要以新闻

热点话题作为教学内容的强有力支撑工具，如在讲解破片类弹药基本知识时，引入“流浪气球”事件，

针对高空移动缓慢目标要采用何种弹药较为合适，从而以实时热点在抓手进行设疑，引发学生大讨论，

并将学期所学知识进行总结，从专业的角度给出了判断。事实上，美国采用的响尾蛇导弹即采用破片类

弹药，印证了课堂讨论的结果。揭晓谜底时学生很兴奋，所学有所用，同时学生也可以成为一名弹药设

计工程师、一名合格的决策者，同时进行思政精准滴灌，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在讲解聚能效应部分内容

时，将聚能现象发现的前因后果串在课堂教学主线中，聚能现象从发现到应用的近百年演变过程呈现在

学生面前，穿插问题驱动，将聚能效应中细碎的概念结构特点等内容整合形成有机整体，这样在接受网

络信息时，学生有强大的认知主线作为支撑，一些演绎的报道就不攻自破。 
亲身经历证明，教师是教学活动开展的主要抓手，要顺应碎片化环境下学生学习习惯的变化，顺应

时代的变革，善于利用好碎片化的知识结构，引发学习兴趣。这就需要教师扎实的业务能力，要对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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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有深度和广度上的掌握，关注时事政治、要有批判性的、独到的眼光。教师的储备知识要厚重，知

识面要广才能将碎片化的知识进行有机整合，形成合力服务教学。 

5.2. 转变教学理念，平衡知识点的系统性、挑战度与趣味性 

碎片化知识常常看不到前因后果，没有紧密的逻辑联系。知识层次没有明显的划分标识，在某种程

度上要依靠教学大纲的指导，这就要求从课程的总体设计入手，平衡知识点的系统性、挑战度与趣味性。

① 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在教学计划中合理安排学习内容的顺序，让内容有序递进，整体具有系统性。

2023 年弹药类课程将聚能类弹药教学内容按照“基础知识–进阶应用–高级探索”的认知递进方式，将

射流、爆炸成型弹丸、多爆炸成型弹丸等内容进行重新梳理，学生课上反馈来看效果良好；② 选用多样

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探究式教学、案例分析式教学、互动式教学等，能够增

加学生参与度，并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采用问题式、案例式、启发式等多种教学方法，

渐进式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精练问题思路，重构问题脉络。其中这些问题有：学生通过信息化手段自

学自测暴露出来的问题；有通过查找案例素材，汇报交流，参与教学活动涌现的问题；也有针对核心原

理讲解时，围绕教学主线预成的问题群。问题间相扣，共同服务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中巧用思维导图，

将零散接受的知识单元重新整理堆砌，并且对学习薄弱的地方加以强化和复习，这在毁伤元特性中破片

类弹药杀伤作用得到应用；在讲解爆炸成型弹丸作用机理时，与聚能射流进行对比，采用课堂比武，设

置挑战性的教学内容，例如采用解决同一问题比速度，针对不同方案比优劣的方式，让学生深度参与课

堂教学，从而激发比武激情和学习斗志，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潜力和创造力。这一过程注重培养学生科学

的思维习惯和方法科学的思维方法，包括归纳、推理、联想、抽象、创新等，学生在经过严格的训练和

教导之后，将这种思维方法变成一种良好的习惯，影响后续经历和成长。③ 适当增加趣味性的教学元素。

弹药危险性决定了弹药类专业课程内容上的严肃性，这里所说的趣味性则是在课程教学严肃性基础上，

以更通俗的方式达到教学目的。尝试采用的做法主要有，图片方式引入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网络热点话题，

如引入“流浪气球”热点话题、“战狼 2”中拦截反坦克导弹等在课堂上展开讨论，讲解杀伤作用原理

以及弹药应用局限性；震撼的视频解说呈现弹药毁伤效果；接龙的方式检查学生队记忆性知识点的掌握

情况等。教学实施过程中也确实如此开展，学生对趣味性知识的兴趣度浓厚，教学效果良好。趣味性教

学元素的另一体现是教师课堂教学话语上的生动。部分课程实践时，我们并不采用传统灌输式的授课方

式，而是以对话代替独白的话语表达方式，有意识的运用易于学生接受的互动方式进行引导式授课。例

如，在进行聚能效应应用授课时，教师和学生同时站在弹药运用者角度，以实际某结构的毁伤案例问题

为切入点，在贴合教学内容专业性前提下，用更加生活化、通俗化的表达方式，这类问题并没有标准答

案，更容易激起学生的讨论交流与启发思维。共同讨论问题本质、共同形成解决方案的过程拉近与学生

的距离，学生的抬头率和点头率有了不少改善。 

5.3. 优化学习效果反馈评价体制，着重思维方式系统化训练 

检验上述措施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即学生学习的评价反馈情况。对照本文中教学改革措施，尝试建

立相对健全的考核评价反馈机制。除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外，2023 年教学实践时我们创新将实际爆炸实

验引入教学评价体系，且在原有集中的爆炸实验分散到各教学内容中穿插进行，这样考查学生掌握知识

情况更有针对性。实践表明，分散开来的实际爆炸实验能较为科学检验学生学习效果、学习主动性、语

言表达能力，对课堂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独立思考问题能力也有较大提升。学生将亲身经历的结果带到后

续课堂学习活动中，思维方式等都得到了系统训练。终结性考核注重后的课程分析也将对教学效果进行

反馈。通过对学年终结性考核试卷分析发现，可以侧面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反馈探索实践的措施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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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合理，经验做法为下一轮次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6. 结论 

科学梳理信息碎片化时代信息传播特点、学情特征、教学中凸显出来的突出矛盾，是获得科学合理

的课堂教学方式方法的先决条件。本文在细致梳理上述内容基础上，对接专业课程教学，形成了行之有

效的应对信息碎片化背景下工科弹药类课程教学改革实践探索的方式方法，研究成果可辐射推广应用至

其他工科专业课程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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