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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互联网时代高校的精准教学与创新思维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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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互联网技术渗透于各行各业，在此时代背景下，利用此技术实现教学活动更精，更准，更显差异化，对培养具有专业化素养和综合

素质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简要介绍了互联网背景下的精准教学，讨论了如何完成互联网技术与教学的统一和互融，从而实现具有

时代特色的精准教学模式，并结合精准教学与创新思维培养关系的理解，提出采用科研的方法进行精准教研活动。培养多维化创新能

力，开拓国际化视野和提升人文素养以实现高校教师和学生的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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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Precision College － Teaching in the Internet Era and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hinking

Miao Ｒongrong，Liao Wenbo
(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Energy Technology，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ongguan 523808，China)

Abstract: With the extensive penetr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n all walks of life，achieving more precise，accurate and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activities via this technolog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with professional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precise teaching under the internet background． To realize the precise
teaching mod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the accomplishment of integration between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eaching is
also discussed． Combined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precise teaching，we propose to
use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to carry out precise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Cultivating multi － dimensional innovative
ability，opening up international horizons and improving humanistic literacy can not only enhance teachers ＇ personal career
development，but also foster college students who can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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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现代汉语辞典》中对它的解释为: 非常准确、精

确。是时间感念中精准，空间位置上的准确［1］。精准教学就是

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精确把握课程标准和学生发展实际的

基础上，精准设计目标，精选教学内容与形式、精准测绘学生表

现并精准应用，使整个教学过程达到可度量、可调控等精准要

求［2］。其实通俗的说，精准教学就是要精准备课、精准上课。
传统教学 模 式 下，教 师 与 学 生 常 常 处 于 双 向 信 息 不 对 称 状

态［3］。学生的学习行为及学习效果信息采集困难，仅通过课堂

提问、课后作业及有限的师生互动交流的信息反馈常常不能准

确反映学生的学习状态。而新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技术的飞速

发展为精准教学提供了良好契机，教师可以通过科学分析线上

和线下采集的数据，获得更加丰富的学生学习问题，从而针对

不同学生，侧重不同章节的掌握程度制定精准的教学决策，这

种将两者相互结合形成网络与课堂相辅相成的新型教学模式

将必定成为未来发展的方向。
当前，我国正处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战略期，培养创新

型人才是高等教育的重中之重。而创新人才重在创新思维，只

有培养了具有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人才，才能真正为我国创

新驱动战略输出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内生动力与外在助力

有机结合，才能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4］。
互联网技术为青年人才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更

为有利条件; 由于当前在校大学生基本都是“网络新一代”的学

生，是在信息化时代成长起来且为利用互联网最活跃的一个群

体，他们的成长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是同步的［5］。网络除了给

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获取知识的平台，也培养了他们全新的思维

方式。在此背景下，高校应积极利用网络资源优化教学模式，

让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元素嵌入人才培养过程，探索具

有时代特色的新型教育模式。如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创新设计与实践; 利用在线数据资源，依靠云供应商提供

的核心技术整合教学资源，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网络资源共享，

弥补教育资源的相对不足，共享优势资源，进而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 在此过程中学生也可通过查看不同老师相同课程或知识

点的讲授，激发学生自我思考能力，从不同角度分析和理解知

识点。
同样，当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为学生提供了各种渠道去

获取信息，而“精准”是课堂存在的必要条件。它是精华与价值

所在，是效率的象征，是教与学、知识与技能、思维与习惯、内容

与形式、目标与结果的“合拍”、“匹配”和“对位”。只有真正优

质精准的教学才能让学生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获得真正意义

上进步和增值。试问如果课堂讲授内容都是网上可以查询到

的知识，那么学生又何必浪费时间在一个无效的课堂上? 因

此，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为教学服务，并正确，高效的传达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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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思想，传授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关
键问题。
1 如何实现精准教学
1． 1 精准备课

备课是教师对整个教学活动的一种预设，是高效完成教学
任务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挑选和编制适合课程的教学大纲和
教案时，需要广泛研读，涉猎相关领域的各类教材，结合本校学
生自身的学习基础，设计出脉络清晰，重难点突出的教学方案。
在遵守教育方针的前提下，对课程性质和课程目标进行精准定
位，精准设计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设置科学的考核和成绩评
定方式，利用各类互联网平台进行学习效果监测，比如章节自
我总结，随堂小测验以及课后作业等。对高校学生重点培养其
逻辑思维及对知识点的整体把握能力，引导学生自发挖掘知识
点深度、科学关联不同知识点，并激发学生养成总结 － 应用 －
提炼 － 再总结的习惯。对规律性及逻辑性较强的学科，可多从
身边现象着手引导学生尝试用相关原理去解释对应现象。如
道路除冰为何要撒盐? 洗面奶的清洁原理等等。多利用互联
网新技术为自身课程服务，不断增加课程的趣味性和对学生掌
握程度的把控度。在授课过程中对于能够通过现代技术手段
完成的知识点，可不用花费太多时间进行讲解，突出精准性。
1． 2 精准上课

成功的教学工作需要教师和学生两方面的配合，教师组织
教学进程，向学生传授本学科基础知识和引导学生建立本学科
领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在教师的引导、启发下
通过自己的学习活动和思考理解，最终把老师的知识和思想转
化为自己的能力，这才能够做到真正知识的吸收和应用。而所
谓高效，精准的教学活动，就是需要让学生思维高速运转并积
极参与课堂进程。通过设计课堂环节来激发学生的思考和课
堂参与度，逐步由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转换为以学生为主体
的教学模式。此外，教师还可以借助网络教学平台，借助微信、
微博、推特、脸书等吸引学生参与课堂有关主题的讨论和探究，

真正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能动性，提高其分析和解决问题。设
置具有一定挑战性，且兼顾趣味性和灵活性的课程内容，可利
用故事，悬念、与经验相悖的现象或共同关心的热点事件及前
言技术为切入点，使学生养成持久动力。在课程设置中还可以
设计闯关模式，激发学生的兴趣。对于知识点较散的课程，教
师在上课过程中还可引导学生利用专业软件设计思维导图，帮
助学生关联相关知识点，形成知识网络，便于整体把握知识结
构。在上课方式上，还可通过构建在线教学平台，将线下与线
上教学相结合，满足学生多样化、随机性学习的需求，通过课程
体系的改革，使课程体系的设置更具灵活性和多样性。
1． 3 精准考核

考试设置可多层次多样化，章节小测验一方面可促使学生
不断复习，另一方面可帮助教师及时掌握学生对不同章节知识
点的掌握程度，及时调整或补充授课内容。小测验的考核方式
可线上进行，并进行定时设置，这样既不占用课堂时间，又能促
使学生预先复习，将知识点掌握后，才能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试卷。对于成绩的统计，也可以通过平台大数据分析完成，

大大节约了教师的时间，且通过大数据调出的试卷分析更为精
细和完善，能够帮助教师有针对性，精准的进行知识强化和巩
固; 开发性讨论课题设置环节可以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团队
意识，表达能力以及自我思考能力等综合技能。讨论课的开展
形式可以线上讨论线下 PPT 总结相结合来进行，设置一个课题
后，线上自由组队，并进行任务分配和分解，引导学生利用互联
网查阅文献与资料。不同团队以不同角度分析和总结问题，最
后以报告形式进行展示。此外，教师还可加入一些加分的考核
项目，比如设置创新创业课题，组织创新活动选题，鼓励学生大
胆创新，结果考核形式可以是设计图，也可以是构思或设计，还

可以是模拟实物等等，对这些善于进行创新性思维的学生给予
一定的加分鼓励。期中和期末考试可考察学生对整体知识点
的掌握程度，但要想获取有效的考试反馈信息，考试分析是重
点，不能泛泛而谈，要精准分析，精确到具体题目，具体知识点，

本应该如何做，为何学生会做错，做错的普遍性有多大，学生的
思路是什么，导致其这么思考的主要原因分析。教师要善于用
科研的精神来进行教学活动，并灵活转换为教学成果，实现迭
代创新。
1． 4 精准反馈

将信息化技术为教学服务，让精准教学实现及操控方式更
“精准”。通过对学生日常学习情况进行大数据采集和分析，如
采集课堂数据，作业数据，考试结果中每一种题型，每个知识点
的精细数据等，并进行数据全面分析，深度挖掘，将结果反馈给

教师，进而优化教学模式，实现教师精准教，学生个性学，资源
有效推的教育服务模式。而对于学生学习效果的反馈，要不仅
仅局限于会做题，更要突出体现其灵活运用知识点的能力，比
如鼓励学生运用知识点对日常现象进行解释和分析。对开放
性课题能够体现自我思考能力。教师要能通过这些运用类知
识点考察反馈，寻找学生对知识点深度、广度及逻辑性等的不
足，并进行针对性引导。在互联网背景下，教学反馈的形式和
内容也越来越多样化，不再仅仅体现于学生成绩上，还可以利
用互联网平台或移动终端进行。如设计教学交互反馈系统，学
生可以利用移动终端对教师的每一节课进行点赞或留言，根据
学生点赞时间点、数量及留言内容，教师可及时进行课程调整

及质量研究; 而无需再等待每学期最后学生的评教结果，可实
现即时反馈 － 即时改善的良性互动。对学生提问的答疑方式，

也可打破原有面对面解答的传统方式，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学生
提供一个便捷平台，学生线上提问，首先鼓励同学之间互相答
疑，教师再补充答疑的模式。一方面激励学生自主思考，另一
方面教师还可发现学生理解不透彻的知识点，针对性的回答和
纠正，实现精准答疑。除课堂一般问题的答疑外，对知识有额
外需求的考研学生，还可设计并开放考研讨论区，考研答疑模
块，鼓励考研学生之间互相讨论，并在讨论过程中不断发现新
的问题，引导学生对知识点多总结，提高其灵活应用及融会贯
通能力。还可设计开放性题目对不同专业所有考研学生开放，

提高教师答疑效率和学生学习有效度。
2 创新思维的培养与精准教学之间的关系

精准教学的实施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学生
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也有助于推进精准教学的不断改革和教
师综合能力的不断提高，两者紧密联系，相互依存。一方面由
于精准教学的关键是准确挖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体现学
生的主体地位。因此在精准教学过程中，强调通过形式多样的
教学环节设置，增强学生多层面能力: 比如通过以问题为导向
的教学模式，不断递进式发问，在潜移默化中激发学生进行创
造性思考; 通过设置开放性课题，以小组讨论并演示的形式锻
炼学生组织能力，表达能力，以及利用互联网进行资料信息搜
索的能力。对抽象概念，精准教学要求教师必须涉猎大量相关

知识，吃透要点，并尽量做到具体化、形象化讲解，对学生而言
把这种抽象概念具体化的理解过程需要在尊重基本逻辑和规
律的基础上充分调动空间想象能力，这本身也是一个创造性思
维过程。

另一方面，学生创新思维的不断提高，会促使其养成积极
主动思考的习惯，学生的不断发问或反馈会进一步促使教师不
断查阅资料，更新和丰富知识体系，不断调整现有教学环节，推
进现有精准教学的不断改革和进步。此外，作为高校教师本
身，随着人才竞争压力以及高校教师职称评定难度的逐年增
加，高校教师压力也在不断增大，这种现象使得教师一方面容
易焦虑，另一方面觉得看不到希望，极易形成思维惰性，懒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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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而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不断提高，有可能激发教师的科研灵
感，促使其在自身科研领域的不断提高。这种教学相长，师生
互促作用有助于高校教师打破思想惰性，打开思想之窗，形成
创新内动力，并不断寻找和累积创新方法，如多领域合作创新，

多学科交叉创新，教学工作中微小细节的迭代创新等等。这种
持续不断的创新意识和个性化教学手段，还会实时展现在教学
活动中，不断感染和传输给学生，培养出具有新时代创新能力
的接班人。
3 精准教学及创新思维对高校教研活动的几点启示
3． 1 构建科研 － 教研互促的精准教学模式

科研和教学本是一体，相互渗透，互相影响，用科研的精神
和方法进行教学活动有助于实现真正的精准教学。当前，随着
高校教师的压力越来越大，科研和教学分离现象也越来越明
显。互联网时代，学生运用自媒体搜集知识能力的不断提高，

教师对信息的掌控优势正逐渐弱化。此时，就需要高校教师将
科研优势有效发挥出来，并将其融入教学活动。通过对前沿问
题把握及专业知识的深化理解，对问题进行精准分析和判断，

形成自己的见解和理念，并融入课堂教学中以启发和引导学生
进行思考，培养其创新思维能力。在教研活动的准备过程中也
要将科研的方法和精神贯穿始终，这样才能构建更严谨和逻辑
性强的知识网络，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科研精神的渗透还
有助于高校教师加深理论基础知识的深度挖掘，增强自身业务
能力。同时，教师如果仅关注教学不做科研，也就无法发挥自
身优势，缺乏对课程、专业、行业前沿问题的研究，不利于理论
与实际问题的统一，形成独具特色的个性化教学方案。因此，

高校教师应该努力使教学与科研协调统一，以教学带动科研，

以科研促进教学，从而实现教学与科研的良性互动。
要实现上述目标，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要

打造一个精准教研团队。在精准教研过程中，按照教学规律对
教学工作的全过程实行科学管理，最终确定符合学校实际的教
学管理模式，形成“一校一案”［6］; 确立科学有效的课堂教学模
式，形成“一科一案”; 打造骨干教师的教学风格，形成“一师一
案”; 成就不同层级的学生，形成“一生一案”。以科研精神为指
导，通过学科教师交流平台 ( 学科 QQ 群、微信群) 、集体备课、
小组合作学习等，以点带面，推动课程水平的整体提高。
3． 2 形成师生多维化创新能力共促的良性循环

要想培养出具有创新思维能力的学生，教师必须要有创新
性。在创新性的培养方面，既体现在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培养又
包含教师创新性视角方面培养。由于创新本身具有多样性，多
层次性的特点，一方面高校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需要不断激发学
生思考，可通过问题来进行引导学生创造性思考。也可方法上
引导学生，鼓励学生独立设计实验方案，并实现“设计 － 探讨 －
实践 － 反馈 － 改善”这一良性循环系统，让学生有一个创新闭

环的体验。教师应具备较高的个人创新视野，并善于捕捉创新
点，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活动，增强学生创新转化体验感。
另一方面对于学生的创新点教师要有敏锐的识判能力，创新既
可表现在一种理念的提出，也可表现在一个科研任务的完成，

还可表现在设备的组装和改善等细节过程中。教师的这种科
研敏锐性可对学生的创新性及时的给与鼓励和肯定，激发其再
创新热情。同样，学生的一个创新点，也有可能激发教师灵感，

经过理论深化后应用于专业领域，转换为专业创新，促进教师
科研进步。最终形成这种师生创新能力共促的良性循环，实现
共同的提高。
3． 3 培养师生双向国际化视野及教师多领域融合能力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不断加深，各国在经济上的依赖性越来
越强，各国的合作和交流也在不断加强，因此如何培养学生的
国际视野，使其具备国际交往能力是高校教师的一项重要任
务［7］。而作为教师本人也要从辩证的角度多去了解和学习国
外的教学方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结合自身教学环境和学
生基础特点进行改良。比如国外的启发式教学，以及讨论式教
学一直都是国内教学方法中学习的重点，但如何真正与国内学
生的特点、学科特点以及班级人数特点进行融合是需要思考的
问题。作为一名理工科教师，人文素养的提升也是一大要务，

由于理工科类知识相对较为枯燥，逻辑思考是重点，若能结合
国学大智慧，不仅能提高自身的人格魅力，还可提高决策准确
度，确定研究方向，提高科研压力面前的调节能力，帮助我们把
握好航向，获得更大的进步，走的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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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同时，应给与兼职辅导员与专职辅导员同样的培训，同
时引导兼职辅导员加强辅导员工作基本知识的学习，提高相关
工作的职业素养和思想政治素养，以及其他相关业务能力的训

练，同时引导专业教师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辅助相关工作，

这样才能结合专业教师的优势把学生工作做得更好。
4 结语

做好新时期辅导员队伍的建设，必须做好兼职辅导员工
作，这与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一致的［5］。兼职辅导员承担着
教育和管理双项工作，既是教育者，又是管理者［4 － 5］。一方面

兼职辅导员要克服自身的压力迎难而上，努力提高自己的辅导
员工作能力，完成相应的职责，为学生的培养和发展不遗余力;

另一方面，学校方面也应多加关心专业教师的实际情况，不仅
让专业教师有荣誉感，同时也要让专业教师感到心温暖。

参考文献
［1］周 娜． 医学院校岗位锻炼辅导员胜任力影响因素与对策

研究［J］． 高教学刊，2019( 1) : 147 － 149．
［2］崔海霞，孙钟玲． 从高校辅导员队伍结构调整看青年教师担

任兼职辅导员［J］． 科教导刊，2018( 26) : 75 － 76．
［3］李 静． 高校青年专业教师担任兼职辅导员的实践与思考

［J］． 时代教育，2017( 10) : 30．
［4］樊 蓉． 对青年专业课教师如何做好兼职辅导员的思考

［J］． 新课程，2016( 7) : 225 － 226．
［5］徐茂磊，赵 辉，肖 涛，等． 浅谈专业课教师兼职担任高校

辅导员工作的体会［J］． 课程教育研究，2016( 27) : 218．

( 本文文献格式: 马洪娜，檀龙颜． 中医院校药学类专业教师兼

职辅导员的思考［J］． 山东化工，2019，48( 13) : 166，169． )

·961·苗荣荣，等: 浅谈互联网时代高校的精准教学与创新思维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