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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网络信息技术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马　杰

(吉林师范大学 应用工程学院 ,吉林 四平 136002)

摘 　要 :现代社会是个终身学习的社会 ,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学会自主学习已经成为人们生存所必须的能力 . 因

此 ,如何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的发展为教育注入了新的生机 ,使学生的

学习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革. 它为自主学习提供了条件与机会 ,还给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权. 本文试从这一角度分

析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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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网络化、数字化、多媒体化为代表的现代信息

技术 ,正在改变人们传统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 ,

也影响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为学生的学习方式带来

了巨大变革 ,为自主学习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 ,有

利于培养、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1 　自主学习及其意义

自主学习实际上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

学习任务的要求 ,积极主动地调整学习策略和努力

程度的过程 ( Flavell ,1985) . 自主学习突出学生学习

的主体性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 ,学习者自定计划 ,自

定步调 ,自我调控 ,自主选择媒体和资源 ,自我评价 ,

应该是一种意识观念和行为控制上的自主. 通常情

况下 ,自主学习是以“外显的”个别化的学习方式出

现 ,但自主学习不等于“自学”. 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

员会提出 21 世纪的教育有四大支柱 ,即“学会求

知”、“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会共处”,使得学

校教育已成为终身教育的一个阶段. 埃德加富尔在

《学习生存》一书中说 :“未来的文盲 ,不再是不识字

的人 ,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 ”自主学习的能

力也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能力 ,是自身发展的

基础. 因此 ,学会学习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是社会向

人们提出的时代要求. 教育应该“授人以渔”,而非

“授人以鱼”. 在学校中 ,如果学生能够在教师地指导

下进行自主学习 ,那么学生所学到的就不仅仅是知

识 ,还有学习的方法 ,这是现代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之

一.

2 　信息技术为自主学习能力的形成与发展

提供了有利条件

信息技术为自主学习提供了条件与机会 ,还给

学生学习的自主权. 利用信息技术可以将图像、声

音、视频、动画等多种媒体融合在一起 ,形成图文并

茂、音像结合的多媒体情境. 在教学中 ,这种多媒化

的教学情境引起学生的多感观参与 ,可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引起学生主动参与的愿望 ,使学生真正

积极主动地探索知识 ,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 学生

成为知识信息的主动建构者. 网络是一个信息的海

洋 ,网络的学习资源能为学习者提供图文音像并茂

的、丰富多彩的交互式人机界面 ,能为学习者提供符

合人类联想思维与联想记忆特点的、按超文本结构

组织的大规模知识库与信息库 ,因而很易于激发学

习者的学习兴趣 ,并为学习者实现探索式、发现式学

习创造有利条件 ,从而有可能在这种教学模式下 ,真

正达到让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的意义 ,实现自己获

取知识自我更新甚至创造新知识的理想目标. 利用

网络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选择适合自己

的学习内容 ,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来确定学习进程 ,

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进行学习 ,还可以

与同学、老师甚至专家进行交流 ,使学生真正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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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 网络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交流、协作的学

习环境 ,学习的过程是主动和个性化的 ,但自主学习

不是一种完全独立和孤立的学习. 它首先需要学习

环境具有良好的反馈系统 ,以帮助学生做出自我决

策. 同时 ,它需要学习环境提供促进学习者之间的交

流、讨论与协作的手段、策略和氛围. 网络上丰富的

交流工具. 为同学之间、同学与教师之间共享与交流

不同观点、看法提供了更多机会 ,以便学习者能够有

更多的机会从不同角度去理解所学习的知识 ,丰富

自己的认知结构 ,从而获得高效率、高质量的学习 ,

使学习者的知识水平 ,智力水平都有提高 ,从而促进

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3 　如何真正实施自主学习

(1)转变教师教育观念 ,在这种自主学习模式

下 ,教师的角色是教学信息资源的设计者 ,学生学习

的促进者 ,所以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掌握

计算机网络技术和课件制作 ,而且对课堂中可能会

出现的情况要有一定的预见性 ,也必须对教学信息

资源进行精心设计、策划. 教师不能只把网络资源当

成是备课寻找素材的来源 ,也不能仅把计算机当作

教师粉笔、语言功能的延伸. 而应把计算机网络技术

逐渐转变成学生手中的笔和纸 ,最终成为学生自主

学习的工具 ,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2)创设良好的情境 ,激发自主学习的动机 ,任

何知识的获得都是在解决问题的条件下实现的 ,在

课堂中创设良好的问题情境能诱发学生的好奇心和

求知欲 ,点燃思维的火花. 苏联心理学家马丘斯金认

为 ,构成问题情境的成分主要有三点 : ①问题情境的

核心成分是新的、未知的东西 ,是为了正确完成任务

而应当加以揭示的东西 ; ②能促使学生产生弄清未

知事物的欲望 ,诱发探究行为 ; ③要考虑学生解决问

题的可能性 ,包括学生的创造力和现有的知识水平.

这点非常重要 ,问题情境最好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

内 ,是让学生伸伸手就能够到桃子. 太容易的问题情

境很难激起学生的兴趣 ,过难的又会打击学生的积

极性 ,因而必须在学生的能力范围内 ,创设一个适中

的问题情境. 而且在学生思考的过程中 ,教师要注意

给学生适当的启示.

(3)引导学生自学. 学生有了深入学习新课的情

境体验 ,下一步就是教师引导学生自学. 学生自学 ,

就是要有自学的问题与资料 ,磁盘、光盘、网络等信

息媒体能够提供大量的资源 ,为学生自学提供条件.

这样学生便可以利用这些资料来进行问题的自主探

索. 在自学中 ,学生也可以将自己的观点发布到 BBS

上或设计成电子文稿发布到网页上. 学生经过自主

探索 ,会有许多新的认识 ,也可能没有找到问题的答

案 ,也可能找到的是错误的答案. 这时 ,教师要及时

组织讨论 ,将新认识进一步分析整理 ,使学生更加牢

固地掌握. 对于没有找到正确答案的同学或找到错

误答案的同学 ,要力求通过讨论使他们有正确认识.

在讨论过程中教师适当给予补充 ,培养学生自主总

结与评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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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Cultivating
Students’Skill of Studying on Their Own

MA Jie
(College of Applied Engineering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136002 ,China)

Abstract :As the old saying goes“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Everyone should study for life in this modern society .

How to study on one’s own has been the necessary. ability that people need to survive in the world . Suit’s very im2
portant how to cultivate students‘ skill of studying on their ow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provide education a new chance ,which change students way of study . It offers students more opportunities and

rights to study on their own . The essay analyzes how to apply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ltivate students‘ skill

of studying on their own from this po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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