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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化大背景下，自然生态概念渗透到各个领域，高校英语教学基于信息生态视域进行改革成为新

课题。信息生态理论、信息教育技术和教育信息化战略作为信息生态视域下的产物，赋予高校英语课堂教学改革以

时代价值。通过分析现阶段高校英语课堂教学理念、激励机制、具体策略和评价体系，指出其面临的困境。高校和

相关教育主体应以此为切入点，从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设计和教学评价等方面进行创新，促推高校英语教学

由内在理念向外在模式等方面实现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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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生态视域下人与信息环境、自然生态是互

动统一的关系，人与环境能够进行信息交换，促进

环境中的要素发生改变，并逐渐实现在信息环境中

的自我适应，最终实现系统均衡发展。这其中包含

两层含义，一是人在信息生态中的主体地位，二是

信息技术改变人与环境。基于此，高校英语课堂教

学改革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强调信息技术的深度介

入促进师生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知识流动，以及教

学活动与学习环境的统一［1］。这种统一涵盖的教学

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评价等必要环节

融合信息生态，形成教学创新的内生动力，合力形

成高校英语课堂创新多元路径。

一、信息生态视域下高校英语课堂教学创新的

必然性

信息生态视域是高校英语课堂教学创新的新视

野，信息生态理论、信息教育技术和教育信息化战

略等新特征和新产物从主客观方面为英语教学改革

提供了不同的条件，共同决定其创新的必然趋势。

( 一) 信息生态理论指导下智慧教育生态建设

任务的客观要求

信息生态理论首先从系统观和生态观角度为智

慧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视角，以建设智慧教育

生态为根本任务，以生态学理论和教育学理论为基

础，构建包含教学思想层、教学实践层和社会支持

环境层的教育生态系统模型，以促进教师和学生全

面发展，强调人、技术与实践和谐互动为核心价值。

该智慧教育生态具有虚实结合的特征，是 “互联网

+教育”时代教育改革的代表，技术与教育深度融

合，产生智慧化的教学环境、课程形态、教学范式

等，促使高校英语学科教学发生由内而外的变革。

与此同时，智慧教育生态还具有开放共享性，为教

学资源配置等提供新方式。综合而言，信息生态理

论下的智慧教育生态能够实现技术与教育服务融合、

人与技术融合，以及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融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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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高校英语课堂教学提出了客观层面的创新要求，

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改革的必然性。

( 二) 信息教育技术驱动下高校英语课堂教学

标准的主观要求

信息教育技术是信息生态视域下的技术支撑，

能够彰显时代特征。注重创新精神是高校英语课堂

教学的基本理念，明确高校英语教学需探索有效的、

适合大学生身心特征的、符合英语学科特点的学习

方式，鼓励学生主动适应信息化教学环境，提升信

息教育技术运用能力，要求教师应引导学生开展合

作、探究学习，帮助学生学会检验自身学习态度、

方法以及成果，养成自我反思和评价的习惯。学生

在信息教育技术的驱动下，除了掌握课堂教学的英

语基础知识，更应该养成英语逻辑思维，学会用英

语处理实际问题，以提升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这

需要英语课堂教学保持与时俱进的创新因子，积极

响应课堂教学标准，从课堂教学形式、教学风格、

教学软硬件技术等方面做出改进［3］，发挥主观改革

的积极作用和内生动力。

( 三) 教育信息化战略下高校外语教学发展的

内在要求

教育信息 化 战 略 具 有 深 刻 的 时 代 印 记。2010

年，教育部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 ( 2010－2020) 》 ( 以下简称 《纲要》 ) ，指出

“十年内将教育信息化纳入我国国家信息化发展的

整体战略”，标志着现阶段的教育信息化战略正处

在发展的关键期。高校外语教育经历了信息化辅助

阶段和整合阶段，正在不同程度步入深度融合阶段，

这也是外语教学信息化战略部署的最高层面，决定

我国高校外语教学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内在诉求。首

先，我国诸多国际战略的实施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加大对高校外语人才的需求，赋予高校英语课堂教学

创新以跨学科性质; 其次，我国高校外语教学环境整

体缺乏跨语言教学氛围，需要以教育信息化战略为宏

观指导，创新教学路径; 再次，教育信息化战略下的

高校外语教学环境、教师、学生和资源等要素之间的

交互关系更加紧密，英语课堂教学从教学内容、教学

资源等方面进行变革［4］，必将是满足新时期外语教学

发展的结果，是其内在要求的具体体现。

二、信息生态视域下高校英语课堂教学的困境

信息生态视域下高校英语信息化课堂教学创新

速度加快，却在育人理念、激励机制、策略和评价

等方面未能与信息化技术、手段等紧密结合，导致

英语课堂教学整体质量未能得到明显提升。

( 一) 育人理念陈旧，导致教学目标空洞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这一真理在信息化时代

的价值愈加凸显，且环境和个人共同决定个体的重

要性，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更加强调价值、情

感等在教学中的作用。英语教学目标除了让学生掌

握英语基础综合能力，更重要的是实用交际能力。

然而目前高校倡导的育人理念还未具体运用到英语

教学中，只是在理念宣传阶段重视 “以生为本”，

且大多数高校英语教学依旧坚持传统理念，简单地

认为学生通过各种考试是对 “以生为本”育人理念

的正确诠释，忽视英语学科教学本身涵盖的多元价

值观、情感教育等因素，造成教学目标空洞。这直

接导致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围绕单一的教学目标展开

教学，理论上告知学生对听说读写能力的考查要求

提高，尤其是听力口语为核心的输入输出能力的考

核，在教学过程中却依旧以考试内容为重点进行讲

解。因此，学生的英语交际和实际运用能力依然较

差［5］，尤其无法满足市场对英语专业人才的需求。

( 二) 动机激励欠缺，导致教学内容单一化

信息生态视域下教学动机体现在以教材和数字

教学资源为载体的教学内容中，以切实发挥动机激

励机制的正向作用。目前高校英语教师所选择的教

学内容依旧围绕教材进行，尤其是英语阅读和写作

教学，主要围绕教材提供的练习材料，采取当堂限

定时间学生完成和教师讲解的方式。少数英语教师

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讲解，也仅是将教材内容进行

提取，效果与单纯使用教材并无二致。究其原因，

相当一部分教师对信息化教育载体的认识停留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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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阶段，实操能力较差，且缺乏运用信息教育资源

激励学生学习的动机，思维被限制在教材和大纲中，

筛选的数字教学资源大多数以英文影视片段为主，

仅是教材内容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并未达到启发学

生发散性思维的目的。进行发音和口语教学时，教

师以英语语音教室为主要阵地，教学内容是纸质教

材的数字化版本［6］，涉及英语日常交流的内容少之

又少，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学生应用语言的动机，致

使英语教学丧失部分实用功能。

( 三) 策略模式落后，导致教学计划模板化

信息生态视域下的高校英语教学自然而然被赋

予信息化特征，彰显出灵活、个性和互动性等具体

特点，教学策略模式因此也应作出相应改变。然而

目前高校英语教学策略模式整体沉浸在传统模式中，

在口语、阅读、写作课程中，教师依旧习惯纠正学

生的语法、用词等错误，导致教学计划千篇一律、

教学策略模式单一。与此同时，部分高校英语教师

教学策略创新力不足，直接将网络热门微课教学视

频等优秀教学案例照搬到课堂中，或者将课堂大多

数时间留给学生进行教学展示，使得部分教学资源

无法在教学中发挥应用的作用，凸显出教学策略与

信息化融合力不足的问题。

( 四) 考核评价落后，导致教学效果差异化不足

信息生态视域下高校英语教学理念、模式等的

不断创新呼唤着评价体系的革新，而传统评价考核

体系存在评价主体不够全面、评价形式单一、评价

方式不足等问题。首先，教学评价主体以高校和教

师为主，倾向于 “权威性”，学生的主体性并未体

现，违背了“以生为本”的理念，导致该教学观念

无法落实到位; 其次，评价形式 “应试性”是最突

出特征，依旧围绕考试通过率评判教学能力和效果，

以此作为衡量教师和学生英语能力的主要指标，语

言测试被误认为是教学评价的全部，很大程度上影

响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提升，长此以往影响英语学

科健康发展。与此同时，评价方式以终结性评价为

主，形成性评价被简单归结为学生出勤、课堂回答

问题等表现和课后作业等内容，忽视了学生评估环

节，针对性和个性化的评价内容严重缺失，有失公

平的评价对课堂教学的正向指导作用不足，对教师

调整教 学 策 略 和 学 生 调 整 学 习 计 划 的 指 导 意 义

缺失［7］。

三、信息生态视域下高校英语课堂教学创 新

路径

信息生态由外向内赋予高校英语课堂教学基本

的创新基调和要素，要求教学理念、内容、设计和

考核等环节采取不同的创新方式，积极融合信息生

态技术理念等，探索推进教学改革的成功路径。

( 一) 智慧教育制度先行，推进理念升级

“制度先行”是实现有效性改革的必要途径，

这一点在信息生态背景下也不例外。教育部最新颁

布的英语课程标准中已明确 “英语教学应承担语言

教学和非语言教学的双重任务，创新英语教学的最

佳方式之一就是融入并加强育人理念”［8］。高校作

为连接政府部门和教师等主体的关键点，应该在育

人理念落实阶段加大监督力度，必要时出台具体制

度指明方向。教师要理解国家政策和高校制度，主

动开拓创新，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将信息化教育理

念与英语教育理念相结合，坚持开放化、主动化的

态度，发掘育人理念的内涵，在实践中将理念进行

升华，让理念 “内外于心”。以先进理念为导向，

高校和教师应形成合力，共同构建智慧教育制度，

即结合现代教育技术、英语学科，以及其他学科，

制定科学合理的理念落实标准，让教学有章可循，

同时优化管理、培训制度［9］，从总体上提升教师和

参与全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启发教师等教学主体

在理念升级阶段具备运用信息教育技术发掘深刻内

涵价值的基调，为构建智慧教育制度提供内在动力。

( 二) 多元教育内容为王，促进思维动机升级

信息生态视域下高校英语课堂教学内容应具备

信息化特征，保证教学资源高值使用。这就要求高

校英语教师应将低值使用的教学资源转换为高值使

用的教学资源，正视信息教育资源的积极作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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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过程中，教师在课堂教学之前应深刻发掘

能够启发学生语言学习和探究思维的内容，将其进

行提炼汇总，并围绕所提炼话题或者内容在信息教

育平台、软件或者网站中检索、筛选相关的视频、

音频、动画、新闻等，作为课堂教学内容的有力辅

助，并精心运用数字动画或者图片等形式设置适当

的启发问题，在课前上传到班级微信群或者教学平

台中，以此激发学生主动运用数字教学资源进行内

容检索的动机，养成自主运用信息化资源探究语言

知识以及文化的习惯。随后，在课堂教学中，教师

应给予学生展示机会，可以创设人机对话场景［10］，

以此推进学生主动应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形成

语言学习的主动性思维，无形中促使思维动机与多

元教学资源相融合，促进平衡教学生态的形成。

( 三) 创新教育设计为主，促进多维互动、情

智共生

信息生态视域下的高校英语教育设计根据社会

和人的发展需求，对教育实施提出具体规划，是将

一般教育理论应用于教学实践的过程。这就要求高

校教师应更加重视信息化教育设计的创新，重点考

虑利用信息化平台创设真实语言环境的方式，尤其

注重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场景之间的互动交流，将

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目标融入教学设计中，进而

落实到课堂教学中。教师还应强化师生互动和生生

互动活动设计能力，将较为理论化的知识转化为场

景对话、即兴表演等形式，展现 “寓教于乐”的技

巧，将成功的案例转化为慕课、微课的形式，作为

学生课后自主学习的材料，为满足学生自主学习的

需求提供实践案例，促进其对语言学习的持续认知

和探究［11］。在此基础上，教师应将英语演讲、提炼

阅读篇章要点在课内外适当运用，还可以创新听说

读写综合能力的考查形式，或者设计课堂小竞赛，

增加学生的荣誉感［12］，以提升情感教学素养，促推

多维互动共生教学生态的形成。

( 四) 完善教育评价为辅，提升评估保障能力

信息生态视域下高校英语课堂教学以信息化手

段为主导的线上线下评价模式，能够为教学主体提

供多种评价载体，提高评价效率，为教学其它环节

节约时间等成本，无形中促进教师提升教学能力。

高校应将评价软件或者系统内置于教学多媒体设备

中，保证教学主体在教学环节使用便捷。还可以建

立教师成长档案，通过开通网上直播等功能，以及

“名师在线”等专栏，定期展开英语课堂教学评比

活动，将评比结果和教师管理、考核体系相结合，

保证评价标准科学化。同时，学生作为评价的重要

主体之一，应设立专门的评价系统、评价标准，以

保证评价结果更加全面。值得注意的是，学生评价

应真正得到落实，必要时教师和其它主体充当学生

评价的媒介，以保证评价有序开展，为教学其他环

节提供针对性的指导。评价方式除了过程性和终结

性评价，还可以融入诊断性评价［13］，用分层性教学

评价和学生自主学习平台促进整个评价体系朝着现

代化方向进行变革，发挥评价体系的保障能力。

四、结语

信息生态视域下的高校英语课堂教学需要立足

于自然、生态和信息化建设的角度，建设教师、学

生、教学活动和教育环境相统一的课堂教学生态。

高校、教师等相关主体应深刻意识到教学理念、教

学内容、教学设计和教学评价等方面的不足，以先

进的教学制度为突破口，创新教学内容、模式等具

体过程，并及时更新评估体系，促推高校英语教学

由内在理念向外在模式等方面实现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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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Innovative Paths in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Ecology

CHENG Xiaojiao

(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Dal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116622，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the concept of natural ecology has penetrated into all fields. The

reform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has become a new topic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ecology.

Information ecology theory， information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strategy which are

products of information ecology，bring reforms for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the value of the tim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philosophy，incentive mechanism，specific strategies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difficulties with teaching. Colleges and related education bodies should use

these as entry point to innovate in terms of English education system，teaching content，teaching design，teaching

mode and teaching evaluation，and improve the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from internal teaching concepts to external

teaching models.

Key words: information ecology;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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