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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网络教学资源支持下的中职英语课堂教学实践
夏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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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资源的丰富与发展推动了教学实践的改革，教师要善用这些资源，创建有利于课堂教学的信息化内容，拓展教与
学的广度与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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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电脑、网络等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应用于课堂教学，

教师的任务转向指导学生进行探究活动，引导学生主动思

考、探索、发现、创造。教师在课堂中的作用由提供信息，

转向引领学生自主获取知识。网络教学资源在这种新型的

教、学模式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下面笔者将通过教学实践案

例，从两个维度，说明网络资源如何为英语教学提供有力支

持，从而拓展教与学的广度与深度。

2 教师“教得广”，学生“学得广”

第一，“教得广”是指在丰富网络资源帮助下，教师

授课时有了更为广阔的选题空间。有特定教学主题时，教

学资源不再局限于课本内容，教师依据教学主题，搜集网

络图片、视频等素材，根据教学目标，进行分类、筛选，

扩充学习内容。以中职英语基础模块——

（欢迎加入英语俱乐部）为例。本单元语言

技能目标之一是学生能够使用询问和获取信息的词汇、句

式，就加入俱乐部的话题进行问询和交流。教材设计了访

谈活动确保这一目标的达成。课堂上教师提问学生“为什

么加入某俱乐部”时，学生的回答多集中使用“有趣 it’

interesting”“我喜欢 ”等简单的句子。这时笔者为

学生播放视频，观看在校学生谈论参加校园俱乐部的体会，

学生从中学习到 、 、 等

表达方式，积累了语言素材。

又如，中职英语基础模块——

order?（可以点餐了吗？）与就餐、点餐有关。在课堂教学

中笔者发现学生对于牛排和西餐礼仪比较陌生，且课本中也

缺少相关内容。于是，外教介绍如何表达牛排生熟程度的

Vlog和西餐礼仪教程成为有用又有趣的补充材料。这样，

学生既能学习课本中牛排生熟程度“传统”的表达法 well-

和 raw，也了解到真实生活中“老外”地道的

口语表达，如 。更有学生根据介绍餐

桌摆设的视频饶有兴致地布置了自己的小餐桌和大家分享，

真是让人惊喜。

无特定教学主题时，网络能否帮助教师确定教学主题，

选取教学内容，并在教学中发挥积极作用呢？新冠疫情伊

始，学生纷纷表态要把变身“主播”的老师们送上“热搜”。

可见“热搜”引领了学生的关注点，牵动了孩子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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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若能把“热搜”话题巧妙融入教学，可否有效提升网

课参与度，改善隔着屏幕“一呼无应”的尴尬局面呢？疫情

初期，“新冠”“COVID-19”等字眼一直高居热搜榜首 [1]。

于是，借鉴“事件营销”这一理念，笔者尝试进行“事件选题”，

搜集、整理出一系列与疫情有关的内容，从文字，到图片，

再到视频；涵盖单词、病毒的来源、如何做好防护等，再结

合学生的实际水平，最终筛选出如下内容，展开专题教学：

①与“新冠”有关的词汇；②“新冠”的“自我介绍”“新

冠”基本知识；③保持社交距离的原因和方法。

疫情当前，学生难免恐惧、焦虑，而这些情绪正是源

于“不了解”。为此，笔者邀请外国朋友和医生朋友，亲自

录制小视频，讲解新冠病毒、洗手的正确步骤和有关抗菌、

抗病毒的知识。这一尝试，既丰富了教学资源，又让严肃的

内容变得轻松易学。

再以针对青年开展的讨论为例。2020年 5月 4日，视

频《后浪》登顶热搜榜，成为朋友圈的热议话题。笔者抓住

这一“热搜事件”，以“年轻”为主题开展教学，收听教师

录制的荔枝微课，观看《后浪》，对其中的好词佳句进行英

汉互译，再谈一谈 “youth？”（“年轻”是什么？）

学习完毕，学生们自主或借助在线工具完成翻译任务，畅谈

心中对于“年轻”的定义，在学习平台进行讨论和互评，在

相互学习中开阔思路，积累语言知识。

第二，“学得广”是指网络环境下，学习资源更为广泛。

此外，学习资源是指微课平台、英语学习 APP，公众号等

提供的信息资源。

学习英语离不开对英语国家的了解。笔者结合时事与

相关语言、文化知识，搜集素材，每周为学生录制荔枝微课，

如习近平以及各国领导人的新年讲话、LiveAid《四海一家》

全球抗疫慈善演唱会、与儿童节有关的英语表达，充满人间

烟火的地摊经济等，学生通过手机扫码，进入微课直播间，

获取学习内容。

再以中职英语基础模块——

please?（我能和 Sara通电话么？）和

（如何到达最近的银行？）为例。受疫情影

响，无法开展常态的听说教学。笔者邀请学生完成英语趣配

音 APP中的配音练习，作为听说课的补充，达成并检验听

说课的知识和能力目标。此番尝试不仅创设恰当有效的学习

情境，扩大知识信息含量，更能充分调动学生视、说等多种

感观，提高语言学习效率 [2]。

3 借助网络资源，实现英语“深度教学”，

提升学科核心素养

得益于丰富便捷的网络资源，教师能够进一步挖掘英语

教学的“深度”。这里的“深度”与传统“浅表”教学相对应。

传统教学片面强调对知识的“认知”，教师单向灌输，学生被

动接受，教学停留在对知识符号的浅层占有和机械训练阶段。

2020年 3月 9日，教育部颁布了《中等职业学校课程

标准》，提出了职场语言沟通、思维感知、跨文化理解和自

主学习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树立了学科育人的新目标。

网络资源能助力教学专题的开展，潜移默化地培养学

生以上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中国传统节日专题教学正值疫情防控期间展开，如何

“远程”引导学生完成自学，了解中外主要节日的异同，并

弘扬中华文化呢？首先，笔者在教学平台搭建课程，发放中

外节日的图片和视频引入话题，让学生组内讨论国人要不要

过洋节。其次，提出任务：向国际朋友介绍一个中国传统节

日。最后，学生以组为单位自行收集素材，在腾讯会议室展

开讨论并对资料进行筛选，之后组内分工合作，利用电脑、

手机 APP等进行编辑，最终制作成 PPT、美篇等作品，再

通过腾讯会议，与全班同学分享交流。学生通过主动探究有

所发现，对发现结果进行分析、辨别、筛选，最后创作、呈

现作品。在网络助力之下，学生激发兴趣，共鸣情感，最终

迸发思维，学习得以层层深入 [3]。

再以科普专题“ （美丽的自然）”为例。

笔者首先整合网络资源、确定相关素材作为核心教学内容，

之后制定学习指南，明确单元学习目标和任务，教学过程中

先请学生完成图片与英文表达配对，引入主题。其次，听音

频“亲近自然、探索自然”，完成听、说部分的任务，然后

选取BBC的系列纪录片 中《大自然母亲》

作为读写部分的学习内容、以小组为单位讨论

“ ’ ”（怎

样理解我确实不需要人类，但是人类需要我？）并以文字形

式进行分享。最后，学生们完成英语趣配音 APP中的配音

任务。教师在网络资源的参与和协助下创设情境，以语篇为

依托，通过听、说、读、写等活动让学生在知识与技能的学

习过程中关注语篇的主题、功能和意义，整合语言知识和语

言技能、文化知识和思维能力、情感态度与学习策略，成功

实施了深度教学。

4 结语

综上所述，网络资源与学科教学的整合改革了传统教

学观念，不再通过教师的一支笔、一张嘴突破重难点。如果

能够善用这些资源，就会让学生对网络支持下的课堂有渴

望，对知识有追求，这样传统的课堂成为了“智慧课堂”，

这样的教学才会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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