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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形成的数字化生存环境对教育目标、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和要求，传统课堂教学

模式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开放式学习、多元化学习、终身

学习的出现促使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从根本上发生变革，创

建新型的课堂教学模式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现在很多教

育者都在尝试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

进行基于网络信息资源的新型课堂教学改革，让学生进行基

于网络信息资源的自主和协作学习，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优

化课堂教学效果。本文在现代教育理论和学习理论的指导下，

结合教学实践经验，构建了基于网络信息资源的探究性课堂

教学模式，该模式发挥网络信息资源的优势，有利于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

2 网络信息资源

网络信息资源是指网络上蕴藏着的各种形式的知识、资

源、情报、消息等。本文通过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系统研究，

将用于教育的网络信息资源归纳为如图 1 所示的用户资源、

学习资源和交互资源。

3 基于网络信息资源探究性课堂教学模式

基于网络信息资源探究性课堂教学模式是对传统课程教

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要求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借助网络信

息资源，通过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学习方式，

对当前教学内容中的主要知识点进行自主学习、深入探究并

进行小组合作交流，从而达到教学目标要求。在基于网络信

息资源的课堂教学模式中，学生处于主体地位，教师只是引

导者、指导者和监控者 [1]。本文在现代教育理论和学习理论

的指导下，结合教学实践经验构建了如图 2 所示的基于网络

信息资源的探究性课堂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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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教师工作

如图 2 所示，在基于网络信息资源的探究性课堂教学模

式中，教师的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创设情境 [2]。基于网络信息资源的探究式课堂教学

模式总是围绕课程中的某个知识点而展开，这个知识点是教

师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和教学的进度来确定的，一旦确定后，

教育者就要通过设置问题或任务等形式创设学习情境，以引

导学生进入学习。

2）启发思考 [3]。为了使基于网络信息资源的探究性课

堂教学模式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必须在探究之前向学

生提出带有启发性、能够引起学生深入思考、并与当前学习

密切相关的问题，以便学生带着这些问题去探究。提出的问

题是否具有启发性、是否能引起学生深入思考，这是基于网

络信息资源的探究性课堂教学模式能否取得效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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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网络信息资源。为了保证使基于网络信息资源

的探究性课堂教学模式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还应该为

学生提供网络信息资源作为资源支持。教师提供的网络信息

资源主要是学习资源和交互资源。

4）监控、指导学生探究过程。为了避免学生在借助网

络信息资源进行自主探究和协作交流的过程中出现迷航、偏

离主题等问题，教师必须监控和指导学生探究过程。

5）引导学生归纳总结。教师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回答，

对学习结果进行归纳总结，以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化、迁移

和提高。

3.2 学生工作

1）自主探究 [4]。基于网络信息资源的探究性课堂

教学模式特别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探究，自主

探究是基于网络信息资源的探究性课堂教学模式的关

键教学环节，因为教学目标的实现主要靠学生自主探

究和协作交流来实现。如果学生自主探究后实现了教

学目标，就不必进行协作交流了，直接进行总结提高。

在基于网络信息资源的探究性课堂教学模式实施过程

中要处理好教师、学生、网络信息资源之间的关系，

教师是引导者、指导者和监控者，学生要充分发挥

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网络信息资源为学生进行

自主探究提供资源支持。

2）协作交流。协作交流环节是与自主探究环节

紧密相连的，协作交流一定要建立在自主探究的基

础之上，学生只有在经过了自主探究才能进入高质

量的协作交流阶段。如果协作交流后实现了教学目

标，即可进行总结提高；如果协作交流后仍然没有

实现教学目标，应该继续进行自主探究或协作交流。

3）总结提高。这个工作非常重要，学生在教师

的引导下对探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有利于提高学

生对知识的深化、迁移和提高。

4 实践效果分析

为了检验基于网络信息资源的探究性课堂教学模式是否

有利于增强课堂教学效果，本文采用实验研究方法进行实践

效果分析。

首先，在实践教学的课程和班级选择研究对象，选择

2009级动漫班、软件班和2010级动漫班的学生为研究对象。

其次，在实践教学中采用原来的案例教学法对 2009 级

软件班学生和 2010 级动漫班学生进行 MAYA 动画设计课程教

学，采用基于网络信息资源的探究性课堂教学模式对 2009 级

动漫班学生进行 MAYA 动画设计课程教学。课程通过学生完成

的综合实践作品评价学生，成绩采取等级制，分为优秀、良好、

中等、及格和不及格等 5个等级。

再次，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和分析。利用 SPSS 软

件对 2009 级软件班学生成绩与 2009 级动漫班学生成绩进行

两配对样本非参数检验，图 3为威尔柯克森 Ranks 统计量表，

成绩 1 为 2009 级动漫班学生成绩，成绩 2 为 2009 级软件班

学生成绩，从中可以得出 2009 级动漫班学生成绩比 2009 级

软件班学生成绩好；图 4 为威尔柯克森检验结果，显著性概

图 3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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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Sig.=0.014＜0.05，即可认为学生学习成绩存在显著差异。

利用 SPSS 软件对 2009 级动漫班学生成绩与 2010 级动

漫班学生成绩进行两配对样本非参数检验，图 5 为威尔柯克

森 Ranks 统计量表，成绩 1 为 2009 级动漫班学生成绩，成

绩 2 为 2010 级动漫班学生成绩，从图中可以得出，2009 级

动漫班学生成绩比 2010 级动漫班学生成绩好；图 6为威尔柯

克森检验结果，显著性概率 Sig.=0.046 ＜ 0.05，即可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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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成绩存在显著差异。

最后，依据实验数据的统计分析判定利用基于网络信息

资源的探究性课堂教学模式进行 MAYA动画设计课程教学的教

学效果。通过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采用基于网络信息

资源的探究性课堂教学模式进行实践教学，有利于促进学生

发展和提高学生成绩。

5 结束语

创建新型的课堂教学模式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

网络信息资源的探究性课堂教学模式注重发挥网络信息资源

的特长和优势，利用网络信息资源优势弥补传统课堂教学模

式的不足。研究基于网络信息资源的探究性课堂教学模式对

改革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发挥学生主

体作用，增强课堂教学效果，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研究基于网络信息资源的探究性课堂教学

模式对促进学生借助网络信息资源学习和培养学习者适应信

息社会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头蛇尾”等。

英语 idiom 大多来自于：1）莎士比亚等著名作家的文学

名著，如“busy as a bee”（忙忙碌碌）“all thumbs”（笨

手笨脚）；2）圣经故事，如“after someone’s own heart”

（合某人心意）、“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自助者天助之）；3）希腊神话，如“Archille’s heel”

（唯一致命的弱点）、“Cadmean victory”（付出惨重代价

的胜利）；4）伊索预言，如“add insult to injury”（伤

害之外又加侮辱）、“blow hot and cold”（冷热无常，出

尔反尔）；5）西方的历史事件、名人轶事和风尚习俗；等等。

2.4 文化内涵不同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汉语成语和英语 idiom 作为汉语和

英语两种语言的精华更是各自文化的浓缩，有着大不相同的

文化背景。拿汉语中的“龙”字为例，在汉语中，它不但是

传说中的一种神异的动物，而且喻指人君，象征着权利、尊

贵，与龙有关的成语也比比皆是，如“龙凤呈祥”“龙马精

神”等；而在英语中 dragon 却是一种怪兽，象征着邪恶，并

且在英语中没有一个与 dragon 有关的 idiom。再以汉语中的

“狗”字为例，在汉语中与狗有关的成语大都含有贬义，如

“狗胆包天”“狗急跳墙”等；而在英语中狗被人视为“man’s 

best friend”（人类最好的朋友），并且英语中有大量的关

于狗的idiom，并不带有贬义，多数含有褒义色彩，如“lucky 

dog”（幸运儿）、“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

同时，汉语成语带有浓重的东方民族文化色彩，如“八

仙过海”“名落孙山”“东施效颦”等；而英语 idiom 则含

有丰富的西方民族文化色彩，如“go Dutch”（各付各帐）、

“create Scott”（老天爷）、“girl Friday”（得力助手）。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虽然英语 idiom 与汉语

成语表面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两者却存在内在的质的区别，

因此，笔者认为 idiom 不适合译作“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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