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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生信息化课堂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敖善世１ꎬ冉　 芳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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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进入 ２１ 世纪ꎬ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ꎬ信息化课堂教学在高职教育中扮演着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ꎮ 本文旨在探讨高职生信息化课堂教学的探索与实践ꎬ以如何上好有机化学课

为例ꎬ对信息化课堂的探索与实践进行初步的分析ꎬ旨在为高职院校提供一种有效、实用的信息

化课堂教学方案ꎬ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ꎮ 本文以有机化学为例ꎬ通过对信息化课堂

教学模式、教学资源、教学评估等方面的深入研究ꎬ通过信息化教学的融入ꎬ很大程度地提升了

学生学习知识点能力ꎬ让高职生的学习变得更加高效、有趣ꎬ同时也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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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深入发展ꎬ教育领域正经历

着前所未有的变革ꎮ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ꎬ不仅改

变了知识的获取方式ꎬ也重塑了教育的教学模式和

学习体验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高职生信息化课堂教学

显得尤为重要ꎬ据相关数据显示ꎬ截至 ２０２３ 年ꎬ我国

高职院校已普遍采用信息化教学手段ꎬ其中超过

８０％的高职院校已经实现了课堂教学的数字化和网

络化ꎮ 这一趋势不仅提高了教学效率ꎬ也为学生提

供了更加便捷和高效的学习途径ꎮ
一、高职生信息化课堂教学的意义

在高职教育中ꎬ信息化课堂教学的必要性日益

凸显ꎮ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ꎬ传统的教学方式

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学生的学习需求ꎮ 高职生作为

未来的技术技能人才ꎬ他们不仅需要掌握扎实的专

业知识ꎬ更需要具备自主学习、创新实践的能力ꎮ
因此ꎬ信息化课堂教学成为高职教育改革的必要方

向ꎮ 高职教学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ꎬ在现

有基础上进行充分创新教学模式和探索新颖教学

方法ꎮ
信息化课堂教学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多

样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方式ꎬ通过信息技术手段ꎬ教
师可以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直观、生动的视听

材料ꎬ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ꎮ 同时ꎬ信息

化课堂教学还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ꎬ为学生

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和自主学习的空间ꎬ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ꎮ

同时信息化课堂教学还能够促进教师的专业

成长和教学创新ꎬ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ꎬ教师

可以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和方法ꎬ提高教学水平和质

量ꎮ 信息化课堂教学还能够为教师提供更多的教

学资源和教学支持ꎬ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教学

创新ꎮ
二、高职生信息化课堂教学的理论基础

高职生信息化课堂教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源自

现代教育技术、学习科学和教学理论等多个领域ꎮ
这些理论为信息化课堂教学的设计与实践提供了

指导和支持ꎮ
(一)信息化教学的理论基础

信息化教学的理论基础源于现代教育理念和

技术的发展ꎬ是教育教学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ꎬ它
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ꎬ提高教

学效果和学习效率ꎮ 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将信息

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ꎬ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

置和教学模式的创新ꎮ 在信息化教学的背景下ꎬ学
生的学习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ꎮ 传统的教学模式

往往以教师为中心ꎬ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ꎮ 而

信息化教学则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和参与性ꎬ通过信

息技术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ꎬ使他们更

加主动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ꎮ 这种转变不仅提

高了学生的学习效果ꎬ也培养了他们的自主学习能

力和创新精神ꎮ
在教育实践中ꎬ信息化教学的理论基础得到了

广泛应用ꎮ 例如ꎬ许多高职院校引入了在线教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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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多媒体教学工具等信息化教学手段ꎬ为学生提

供了更加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方式ꎮ 这些

实践案例不仅证明了信息化教学理论的有效性ꎬ也
为高职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ꎮ 然而ꎬ信
息化教学的理论基础并非一成不变ꎮ 随着信息技

术的不断发展和教育理念的更新ꎬ信息化教学的理

论也在不断完善和创新ꎮ 例如ꎬ近年来兴起的混合

式教学、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ꎬ都是在信息化

教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ꎮ 这些新型教学模

式的出现ꎬ为高职教育的信息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和动力ꎮ
(二)信息化教学在高职教育中的应用

信息化教学技术的发展为高职课堂带来了无

限可能ꎮ 随着 ５Ｇ、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普及

和应用ꎬ未来的高职课堂将更加智能化、个性化ꎮ
例如ꎬ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教室环境的智能调控ꎬ
为学生提供更加舒适的学习空间ꎻ通过大数据分析

学生的学习行为和成果ꎬ为每个学生提供更加精准

的学习建议和发展规划ꎮ 这些都将为高职教育的

质量提升和内涵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ꎮ 信息化教

学在高职课堂中的应用案例不胜枚举ꎮ 以重庆某

公办的高职院校为例ꎬ该校引入了超星旗下的学习

通教学平台ꎬ通过大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

习习惯ꎬ统计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ꎬ为每个学生提

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和资源ꎬ让学生能够选择性的

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相关知识点ꎮ 这不仅提高了学

生的学习效率ꎬ还使教师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学生的

学习进度和需求ꎬ从而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教学ꎮ
三、如何上好一堂信息化课程(以有机化学为

例)
有机化学作为化学的一个重要分支ꎬ是化学相

关专业最重要的一门基础学科ꎮ 对于高职生而言ꎬ
学习枯燥的反应原理和合成机理是相当吃力的ꎮ
近年来通过信息化教学的推广和实际实践ꎬ将信息

化教学应用到有机化学课程中ꎬ学生对此门课程的

积极性明显提高ꎬ同时期末成绩的通过率也从期初

的 ６０％提高到 ９０％ꎬ说明信息化教学对有机化学的

学习有明显的帮助ꎮ 下文以有机化学为例ꎬ学好有

机化学ꎬ将分为课前探索学习ꎬ课中答疑学习和课

后巩固学习ꎮ
(一)课前学习

自主学习是学习有机化学非常重要的一个部

分ꎮ 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ꎬ老师会布置让学生课下

自主预习的任务ꎬ但学生往往会因为课本中内容较

难而无法自主去理解ꎬ导致预习效果很差ꎬ而以前

的教学通常是在课堂上让学生花几分钟时间去集

中预习ꎮ

自从引入信息化课程教学之后ꎬ有机化学的教

授相对于之前也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和多样性ꎬ采用

信息化教学能够很好地解决之前的难点和痛点ꎮ
在课前学习ꎬ采用了更多样化的信息化ꎬ让学生以

多媒体视频去观看ꎬ巧妙而生动的实验取实际体验

有机化学的相关知识点ꎮ 让学生能够在看视频这

种相对好理解的内容的过程中ꎬ不自觉地将书上晦

涩难懂的理论知识融入实际实验实践当中ꎮ
同时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每位学生的学习情

况ꎬ课前通过发布调查问卷的形式对每位学生对当

堂课所涉及的内容的掌握情况进行提前的统计ꎮ
为了能够更加真实地收集到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

情况ꎬ同时采取多样化的问卷形式ꎬ让学生在填问

卷的时候能够全方位地将未掌握的知识点表现

出来ꎮ
为更加贯彻信息化教学的方式ꎬ还组织了不同

形式的课前预习ꎮ 让学生除开观看视频以及自主

探索等多方位的自主预习以外ꎬ还设置了课前预习

有机化学每个章节的知识点的自评以及同寝室的

互评ꎮ 通过收集学生的自评分数表以及寝室的复

评分数表ꎬ最终进行综合统计ꎬ来完全掌握每位学

生对该知识点的掌握情况ꎮ
(二)课中学习

课堂上为了能够更好地实施信息化教学ꎬ采用

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ꎬ通过前期的疑难点的

收集ꎬ教师主要以启发教学的方式进行课堂教学ꎮ
在课堂上ꎬ更加合理地安排教学时间ꎬ不是以往的

“一言堂”ꎬ而是将学生充分地调动起来ꎮ
课程开始前 １５ 分钟ꎬ针对课前以及收集到的疑

难知识点ꎬ学生感兴趣的点以及其他的各种问题进

行提纲挈领的梳理分析ꎬ将学生的困惑知识点进行

粗略的解答ꎬ同时引导有疑问的学生进行多方位的

去自主探索ꎬ结果让学生能够在自主探索中将自己

疑难的问题进行合理的解决ꎬ在引导学生期间也要

适时的提出本节课的重难点ꎬ能够保证学生在自主

探索的同时不偏离本节课所要学习的重难点部分ꎮ
课程进行 １５~４５ 分钟ꎬ这一段时间是整个学习

阶段的最宝贵的时间ꎬ也是教师应该追合理利用的

一个时间段ꎮ 在这半小时内能够将本堂课的重难

点进行合理的抛出ꎬ合理的引导ꎬ让学生能够在这

段时间进行很好的解决ꎬ那么这堂有机化学课就会

掌握得很好ꎬ所以在这段时间内应该抓住黄金时间

段ꎬ让学生以讨论为主的形式进行合理的消化吸

收ꎬ比如枯燥乏味的反应方式ꎬ以及所涉及的反应

机理等这些较难的知识点ꎬ就能够在讨论过程中将

它们进行消化吸收ꎬ而不是通过老师进行枯燥的讲

解ꎮ 而讨论最好的学习方式就分小组进行学习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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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讨论期间ꎬ老师应当引导学生每个小组之间进

行相互的 ＰＫ 形式的讨论ꎮ 在这期间ꎬ每当学生讨

论出相应的新知识点的时候ꎬ老师应该适时地引导

表扬ꎬ同时也能够保证让其他小组也跟着这一个最

好的讨论结果进行合理的分析ꎬ进行进一步的学习

和理解ꎮ
课程中途 ４５~７５ 分钟ꎬ这段时间是第二节课上

课的前段宝贵时间ꎬ所以需要综合利用起来ꎮ 针对

第一节课已经讲过的一些重点的基础知识、理论和

相应的重难点ꎬ可以合理利用这一段时间进行巩固

性练习以及复习ꎬ提出相应的新的思路以及相应的

对知识点的新角度的剖析ꎮ 比如对于讲解理论部

分ꎬ特别是反应机理部分ꎬ在第一节课上ꎬ已经将反

应机理提了出来ꎮ 通过小组讨论ꎬ学生已经能够初

步地掌握相关的反应机理ꎬ那么在这 ３０ 分钟之内ꎬ
将结合例题对相关的反应机理进行深度的巩固和

剖析ꎮ 比如对不同学习小组对应的分发不同的练

习题目ꎬ让他们在线上线下同步完成相关的练习

题ꎮ 通过线下实操作看哪些地方还有困惑ꎬ能够及

时地将困惑进行现场解决ꎮ 同时也能够在线上搜

集他们ꎮ 有困惑的数据情况进行总结改进本堂课

程以及后续的相关知识点的授课方式和方法ꎮ
课程最后 １０ 分钟ꎬ合理地利用这十分钟时间ꎬ

对于此次课堂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总结ꎬ重点是将本

次课所要讲的一些重点知识或难点知识进行总结ꎬ
主要是以小组发言人进行汇报的形式来汇总ꎬ而老

师也应合理地贯穿于整个总结过程中ꎬ当小组发言

人有精彩的总结的时候ꎬ老师要适时地表扬鼓励ꎬ
同时如果总结得不到位或有需要补充的时候ꎬ老师

应合理地提出相关的总结试点ꎬ然后学生能够在很

愉快的氛围中很自然地接受本堂课的所有知识点ꎮ
课程最后 ５ 分钟ꎬ合理照顾学生的学习情绪ꎬ调用各

种有趣的课堂活动ꎬ让学生参与进来ꎬ比如典型的

学习通上的随机点名的形式邀请相应的学生起来

分享一个有趣的问题ꎬ包括但不限于本节课的收

获ꎬ本节课所存在的疑惑以及对本节课的建议及改

进等各个内容ꎮ
同时当学生分享完问题之后ꎬ老师再适时地发

出本节课的评分表ꎬ让学生在学习通系统上对本节

课的学习情况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分ꎬ能够在当堂课

及时得到相应的评教结果ꎮ 能够实时地将老师的

教学情况反馈给老师ꎬ使他们在下次教学的时候可

以针对性地改进相应的教学方法ꎮ
(三)课后学习

如何将一堂有机化学课更好地融入信息化ꎬ那
么除开课前、课中的学习ꎬ课后的学习也是非常的

重要ꎮ 如何更好地利用课后的学习ꎬ是更好地上好

有机化学这门课的关键之处ꎮ 为了更好地让学生

学好有机化学这门课程ꎬ将采取多维度的信息化课

后巩固:
首先课后习题练习的信息化ꎬ抛弃了以往的纸

质版作业进行课后习题的练习ꎬ而是采取无纸化的

作业进行课后练习ꎬ根据学生在课堂上练习的情

况ꎬ可以初步判断出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掌握情

况ꎬ从而在学习通上采取分层次的形式布置相应的

练习习题ꎮ 能够保证每当学生提交作业后ꎬ老师都

可以实时地登入学习通ꎬ去评估学生的作答情况ꎬ
从而能够实时掌握每位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掌握

程度ꎮ
其次还布置了大量的课外综合练习ꎬ比如典型

的某个学生反映地理课堂上讲解或者是讨论的还

不是很彻底ꎬ那么将拓展更加详细的课程资源ꎬ比
如自己拍摄的在线精品课程ꎬ或其他学校提供的优

质的在线精品课程ꎬ让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掌握情

况进行自主的巩固复习式的学习ꎮ
接着新颖地引入了“小组接力比赛”不是通过

以小组的形式进行主题分享ꎬ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

形式ꎬ让他们对当堂课程所讲述的核心内容的吸收

情况ꎬ以及自己所理解或自己新探索到的新知识

点ꎮ 好而分享的形式更加适用于采取网上分享ꎬ可
以通过视频会议或学习通上面的主题分享进行讨

论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项比较复杂的作

业ꎮ 同时也会对每次每个小组分享后相关的结果

进行总结评价ꎬ最终即相关的综合分数ꎮ
最后为了让学生更全面地掌握所有章节里面

的基础知识内容ꎬ同时还设置了题库ꎮ 能够让学生

在平时的练习过程中很自然地通过题库的练习ꎬ对
很死板的知识进行碎片化的学习ꎬ最终能够全面地

掌握有机化学课程当中所讲述的所有内容ꎮ
(四)评价与反馈

在有机化学的信息化教学过程中ꎬ评价与反馈

机制同样不可或缺ꎮ 为了确保教学质量和学生的

学习效果ꎬ需要建立一个全面、及时、有效的评价与

反馈系统ꎮ 对于学生的评价ꎬ除了传统的作业、测
验和考试外ꎬ还可以利用信息化手段ꎬ如在线讨论、
小组项目、学习轨迹跟踪等ꎬ来全面了解学生的学

习情况和进步程度ꎮ 同时ꎬ还应该鼓励学生进行自

我评价和同伴评价ꎬ让他们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学习

过程中来ꎮ 对于教师的评价ꎬ可以通过学生的反

馈、教学观察、同行评议等方式来进行ꎮ 特别是学

生的反馈ꎬ是非常宝贵的教学资源ꎮ 可以通过在线

调查、学生座谈会等方式ꎬ收集学生对教学的意见

和建议ꎬ然后针对性地改进教学方法和内容ꎮ
为了更好地实现评价与反馈的信息化ꎬ还可以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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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ꎬ对学生的学习数

据进行分析和挖掘ꎬ从而更加准确地了解学生的学

习需求和问题ꎬ为他们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学习资源

和建议ꎮ 有机化学的信息化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ꎬ
需要在课前、课中、课后以及评价与反馈等各个环

节都做好充分的准备和规划ꎮ 只有这样ꎬ才能更好

地利用信息化手段ꎬ提高有机化学的教学质量ꎬ培
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ꎮ

(五)教师角色与信息化素养

在有机化学的信息化教学过程中ꎬ教师的角色

和信息化素养同样至关重要ꎮ 教师不仅是知识的

传授者ꎬ更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ꎮ 在信息

化教学环境中ꎬ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信息化素

养ꎬ掌握现代教学技术和工具ꎬ才能更好地引导学

生参与到学习中来ꎮ 教师需要具备扎实的信息技

术基础ꎬ包括计算机操作、网络应用、多媒体制作

等ꎮ 只有掌握了这些基本技能ꎬ才能灵活运用各种

信息化手段ꎬ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和学

习体验ꎮ 同时ꎬ教师还需要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的教

学技术和工具ꎬ如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ꎬ以适应信

息化教学的需求ꎮ 有机化学的信息化教学需要教

师具备全面的信息化素养和创新意识ꎮ 只有不断

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和水平ꎬ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

参与到学习中来ꎬ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的人才ꎮ
四、结语

通过对“如何上好一门有机化学课”就可以很

明显体会到信息化教学对高职生的教育具有很重

要的意义ꎮ 以课前、课中和课后的多维度的信息化

教学手段的应用ꎬ能够确保有机化学这门课程在信

息化教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ꎬ也让学生能够在更加

轻松、愉快的氛围中ꎬ更加高效、全面地掌握有机化

学这门课程的相关知识内容ꎮ 同时ꎬ这种教学方式

也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合作

精神和创新思维能力ꎬ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

的基础ꎮ 因此ꎬ应该继续探索和完善信息化教学的

手段和方法ꎬ让教学更加贴合学生的实际需求ꎬ为
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保障ꎮ 信息化

教学不仅延长了平时的上课时间ꎬ也使得教法得到

了更加全面的补充ꎬ避免了以前的“一言堂”式的上

课ꎬ让学生得到了更多的主动性ꎬ更加地体现出以

学生为中心这个基本思想ꎮ 总的而言ꎬ通过信息化

教学的融入ꎬ很大程度地提升了学生学习知识点能

力ꎬ让高职生的学习变得更加高效、有趣ꎬ同时也为

他们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参考文献:
[１]王静宁ꎬ刘翠霞.高职信息化教学探究与实践[ Ｊ] .河

北农机ꎬ２０２０(１１):１１１－１１２.
[２]郭朝霞ꎬ安婧.高职信息化教学设计的研究与实践

[Ｊ] .内江科技ꎬ２０２１ꎬ４２(７):１１７－１１８.
[３]寇燕.双创教育背景下产教融合在高校课程改革与

实践中的应用[Ｊ]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ꎬ２０２４ꎬ３７(５):１８－
１９ꎬ２２.

[４]赵明媚ꎬ刘莉娟ꎬ季春.“互联网＋”背景下高职信息化

教学探究[Ｊ] .西部素质教育ꎬ２０１８ꎬ４(１７):１３１.
[５]叶星.从理念到实践:高校创业教育的模式与路径

[Ｊ]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ꎬ２０２４ꎬ３７(５):２８－３０.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ｚｅ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Ｏ Ｓｈａｎ－ｓｈｉ１ꎬ ＲＡＮ Ｆａｎｇ２

(１.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１２２０ꎻ
２. Ｊｉｎｓｈａ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Ｎｅｗ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ꎬ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１１２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ｚｅ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ｉｍ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ｚｅ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ｚｅ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ｒ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ꎬ ａｉｍ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ｚｅ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ꎬ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ａｋ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ｚｅ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ꎬ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ｚ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ꎬ ｍａｋ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ｌａｙｉｎｇ ａ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ｚ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ꎻ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ꎻ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ꎻ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ꎻ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