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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自主学习能力已成为衡量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之一。

在高中阶段,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对于其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将探讨“互联网＋”

背景下的自主学习策略,通过对自主学习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结合当前高中生自主学习的现状及问题,

并通过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自主学习策略,以期对提高高中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供

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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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al reform, the ability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to measur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s. In high school, cultivating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strategies for self-directed learning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self-directed learning strateg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et era, analyz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combin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analyze them through specific cases. A series of specific self-directed learning strategies have 

been proposed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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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的网络时代,信息传播迅速,知识获取变得更加便

捷。自主学习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自主学习的核心是学

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过程,自我管理学习进度。在网络时

代,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灵活地选择学习内容和方

式。而网络为自主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平台。 

1 “互联网＋”背景下高中生自主学习特点 

1.1资源丰富性 

互联网仿若一座蕴藏着无尽知识的巨大宝库,为高中生提

供了海量的学习资源。各种在线课程、学习软件以及电子书籍

琳琅满目、丰富多样。高中生可依据自身的需求与兴趣,轻松获

取丰富且多元的学习资料。例如,某高中生对历史感兴趣,通过

互联网,他可以找到世界各地的历史课程和研究资料,深入了解

不同历史时期的事件和人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来自全国乃至

全球的优质教育资源,涵盖诸多领域和学科。如通过在线平台,

学生能够学习到国外名校的公开课,拓宽国际视野。针对特定的

学科或知识点,学生能寻找到详尽的讲解和深入的分析。比如,

数学困难的学生可以在线观看名师的解题视频,加深对知识点

的理解。 资源的多样性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使他们能依

据自己的学习风格和进度,选取 契合自身的学习材料。 

1.2学习自主性 

高中生在自主学习中拥有高度的自主权,能根据自身的学

习进度和能力,自由地决定学习的内容、时间与方式。例如,有

学生喜欢在晚上学习,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生物钟安排学习时间；

还有学生对物理的某个章节感兴趣,他可以自主深入研究该章

节,而无需遵循传统的教学进度。他们能够灵活制定学习计划,

更好地兼顾其他活动和个人兴趣,实现学习与生活的平衡。某学

生喜爱音乐,他可以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前提下,安排时间学习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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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知识。学生可自主决定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充分满足个性化的

学习需求,从而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优势和潜力。如有的学生对文

学有独特见解,他可以深入阅读相关作品,形成自己的观点。这

种自我驱动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

管理能力,为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奠定坚实基础。 

1.3交流便捷性 

基于互联网的广泛应用,高中生实现了与其他学习者及教

师之间实时且高效的交流。此交流不再受限于时间和空间,知识

的传递变得更为迅速和流畅。当面临学习难题时,只需通过敲击

键盘输入问题,即可迅速获得来自各方的回应和解答。加入学习

小组或社群,如同进入了一个知识汇聚的社群。在这里,高中生

可以与来自不同地域、背景的学习伙伴相互交流,分享各自的经

验和见解,共同在知识的海洋中探索前行,感受思想的交锋与融

合,互联网突破了地域的界限,使学生的视野得到极大拓展。比

如,参加线上学术讨论,了解不同地区学生的学习情况。这种便

捷的交流方式不仅激发了学习的兴趣和动力,还为学生提供了

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可能。他们能够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

的人进行交流,领略到更为广阔的知识天地。这种跨越时空的交

流,犹如知识的桥梁,连接着不同的个体和群体。便捷的交流方

式犹如一把开启知识宝库的钥匙,激发了高中生对学习的热情

和动力。在这个充满活力的交流环境中,他们能够更加自由地汲

取知识的营养,不断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和水平。交流的便捷性

为高中生自主学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使他们在知识的

海洋中更加自如地遨游。 

2 “互联网＋”背景下高中生自主学习策略 

2.1利用网络工具制定学习目标与计划 

搜索下载一些软件帮助我们制定具体学习目标与学习计划,

比如想要提高某个学科的成绩或者掌握某项技能。然后,对自己

当前的知识水平进行评估,以便选择合适的学习内容。接下来,

在软件中挑选与目标相关的课程或学习模块,并根据自己的时

间和能力,合理安排每天或每周的学习任务。在制定计划时,可

以将学习内容分解成具体的步骤,并为每个步骤设定完成的时

间节点。同时,别忘了安排定期的复习,以巩固所学知识。软件

通常会有提醒功能,利用它来确保自己按时完成学习任务。在学

习过程中,要随时跟踪自己的进度,了解学习情况。如果发现计

划不合适,要及时进行调整。此外,还可以结合其他学习资源,

如教材、辅导资料等,以提高学习效果。 后,一定要坚持按照

计划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假如你想制定英语学习计划。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实际情况有很多软件选择,如网易有道

词典：除了查词功能,还能提供学习计划制定的辅助；百词斩：

具有多种学习模式,可根据个人情况制定词汇学习计划；英语流

利说：提供口语练习课程,能制定个性化的口语提升计划。扇贝

英语：涵盖词汇、阅读、听力等多个方面,可全面规划英语学习。

我们打开相应APP后,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是提升听力、口语、

阅读还是写作能力。接着,利用APP内的水平测试功能,了解自己

当前的英语水平。根据目标和水平,选择适合的课程或学习模块,

比如听力特训、口语练习、阅读理解等。然后,参考APP提供的

学习建议和时间安排,为每天或每周制定具体的学习任务,例如

每天背诵一定数量的单词,每周完成几篇阅读理解。你还可以设

置学习提醒,以确保按时进行学习。在学习过程中,随时跟踪自

己的学习进度,查看学习成果和反馈。如果发现某个部分的学习

效果不理想,可以及时调整计划,增加学习时间或更换学习方

法。例如,如果听力提升较慢,可以增加听力练习的频率。同时,

可以结合APP内的其他功能,如在线交流、学习记录等,更好地制

定和执行学习计划。 

2.2选择适合自己学习风格的网络资源 

选择适合自己学习风格的网络资源对提升学习效果发挥很

大作用。需要明确自己的学习风格,例如是视觉型、听觉型还是

动手实践型学习者。对于视觉型学习者,适合选择图像丰富、演

示清晰的网络资源。例如,在学习数学时,可以选择具有生动图

解的教学视频网站,通过观看直观的图形演示,更好地理解复杂

的概念。学习历史为可以选择具有大量历史图片、地图和时间

表的网站；比如全历史软件,里面用大量图标、图片、视频帮助

学习者理清历史发生的时间脉络。听觉型学习者可以受益于有

声读物、音频讲座等资源。比如,学习英语时,下载英语广播或

有声书,在聆听的过程中提高听力理解能力。高中生在睡前,可

以利用喜马拉雅等软件,通过收听相关学科的知识总结,多听多

记,帮助自己进一步提高和巩固,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动手实践

型学习者则需要寻找能够亲身体验和操作的资源。例如,学习编

程时,参与在线编程实践平台,通过实际操作来巩固所学知识。

学习化学时,可以使用化学方程式软件进行模拟化学操作,因为

它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高中阶段需要学习的所有方程式,高中生

可以通过它学习不同化学实验的开展条件,可以自己手动将化

学试剂进行搭配,加深对化学实验的理解。需注意的是资源的适

用性,应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和水平选择,根据用户评价和推荐,

了解其他用户的使用体验,网络上资源繁多,注意资源的更新频

率,确保获取到 新的知识。还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选择感

兴趣的主题能提高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2.3加入网络学习社群互动交流 

网络学习社群为学生搭建起了一个广阔的知识交流之平

台。在此,他们能够与来自各个不同地区的同龄人展开深入交流,

分享各自的学习经验。通过与其他学生的互动,高中生可以极大

地开阔自身视野,了解到各种各样的学习方法与思路。社群中的

成员们能够彼此督促、相互鼓励,营造出积极优良的学习氛围。

当遭遇困难之际,他们可以在社群中寻求援助,及时化解问题,

避免问题的累加。 

网络学习社群还坐拥极为丰富的学习资源。学生们能够获

取到各式优质的学习资料、课程视频等,这些资源有利于他们更

加深入地理解知识点,拓展知识面。 

加入网络学习社群,对培养高中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至关重

要。在社群中,他们需要积极主动地参与讨论、寻觅资料,这无

疑锤炼了他们自主探索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这种学习方式



教育研究 
第 7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5 

Education Research 

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学生能够依据自身的时间和需求,随时随地

参与到社群的学习与交流当中。无论是课间休息还是周末假期,

都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时间来提升自我。比如“学科精英联盟”：

这个社群主要针对各个学科,聚集了一群成绩优异、对特定学科

有浓厚兴趣的高中生。成员们在群里分享学习心得、解题技巧,

还会互相解答问题。社群内还会不定期举办学科竞赛,激发成员

的学习动力；“高考冲锋队”：以高考为目标,成员们共同制定学

习计划,分享备考资料。群内会有经验丰富的学长学姐提供指导,

帮助大家掌握备考方法和技巧。此外,社群还会组织模拟考试,

让成员们熟悉高考氛围；“创意学习者社区”：注重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和综合素质。除了学科知识,还会分享各种有趣的知

识、拓展阅读材料等。成员们可以在这里交流自己的兴趣爱好,

如科技、艺术等,从而激发创造力。其他的还有在线辅导社群：

有专业教师或学霸提供在线辅导和答疑；励志社群：为高中生

提供动力和鼓励,保持积极的学习态度等不同类型的社群。然而,

高中生在加入网络学习社群时,也需要留意一些要点。要选取正

规、活跃的社群,以保障获取的信息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时,

要合理规划安排时间,避免过度沉溺于网络。高中生加入网络学

习社群展开自主学习,乃是一种极为有益的学习方式。它能够为

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资源、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以及锤炼自主

学习能力的良好契机。 

3 结语 

互联网+为高中生的自主学习赋予了丰富的资源与便捷的

平台,使其得以突破传统学习的时空桎梏,更为自由、灵活地汲

取知识。高中生于自主学习进程中,应充分激发自身的主动性与

积极性,培育自我管理与自我约束之能力,以提升学习成效。在

互联网+背景下,自主学习亦非毫无挑战。信息过载、网络诱惑

等问题皆可能对学生的学习效率与质量产生影响。故而,于未来

之研究中,需进一步探索如何引领高中生有效利用互联网资源,

规避负面影响,以达成更优的自主学习效果。期望本研究可为广

大教育工作者与高中生提供有益的参照,推动互联网+与高中教

育的深度融合,为培育具备创新精神与自主学习能力的新一代

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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