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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对高校教学所造成的影响，

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

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旨在鼓励高校利用各种各

样的在线课程平台、校内网络学习平台等来积极地开展线上

授课和线上学习等在线教学活动，以此保证疫情防控期间各

高校的教学任务，实现“停课不停学”[1]。如何保障广大学生急

需进行的学习任务，开展好“云”教学？这个问题是重中之重。

虽然在线教学作为国家教学改革的一种模式，已经被国家教

育局提出，但实际进行在线教学改革的学校及教师并不普遍。

在线教学仍处于探索阶段，需要被作为教学改革的重点模式

进行进一步研究。笔者在结合在线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从以下

两个问题入手进行阐述，以期能为在线教学、教学研究提供一

定参考。

2 传统教学纯在的问题

传统教学中教师讲得多，而学生自己领会的时间少。例

如，实体课堂大部分都是采用满堂灌的形式，教师讲得太多太

透，学生不需要太费脑只需要简单理解和记背。这就导致：第

一，在考试的时候，很多学生记背知识都很厉害，一旦需要对

某个知识点进行理解并运用的时候就不会了。第二，学生不会

自己对知识点进行归纳和总结。笔者曾经看过一些学生整理

好的期末复习资料，完全是把课本上的知识点简单罗列到一

起，并不能形成自己的归纳、总结及知识提纲。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因为学生没有掌

握课堂学习方法。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总是站在讲台上

兢兢业业、富有激情斗志地对于每个知识点讲解得非常“透

彻”。对于还没有完备学习能力的中小学生，这种方式可能是

有益的。但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教师如果仍旧用这样的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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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学生就会慢慢丧失了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所

以，高校教与学的方法急需创新。教师应该放手让学生自己去

思考和体会，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使学生由被动学

习变主动学习，形成一种参与式、探究式及体验式的教学。而

相对来说，在线教学比传统教学要更符合这种要求。

3 在线教学需要注意的问题

3.1 做好在线教学实施前的准备工作

前期的准备工作是在线教学质量的保障。笔者认为在线

教学实施前的准备工作可以从三个适应性方面入手：教师、学

生及教学平台适应性。

第一，教师适应性。对比传统教学，在线教学对教师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对于现代化网络技术手段掌握得并不

是很好的年龄较大的教师。怎样快速掌握教学工具的使用方

法及灵活使用是一项急需解决的难题。另一方面，授课模式改

变了，相应的教学设计也应该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也是对

于教师的另一重大挑战。如何安排好不同课程的教学设计，是

教师们在开课前就需要设计好的内容。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

好在线教学，学校应该对教师进行动员，以网络的形式开展线

上教学培训，学院和系部要与教师及时沟通交流以便掌握教

师的教学动态。

第二，学生的适应性。对比传统教学，在线教学对学生的

要求也更高。学生需要提前预习、课后复习、自主学习，对学生

的自律能力，远程听课、网络获取资源能力无疑也是一种新的

挑战和压力。学校应该结合学生的情况利用电子教材或邮寄

教材的方式去尽可能地解决学生学习资源方面的问题。

第三，平台适应性。网络教学的平台虽然多种多样，但是

目前比较符合高校教学的主流平台并不多。全国高校几乎在

同一时段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教学，对于教学平台的稳定性而

言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考验。另外，教学平台中是否有较为丰富

的教学资源及较为便利地统计、分析等操作功能，这也教学平

台服务公司需要研究解决的。

3.2 在线教学实施中的问题

第一，课时设置。类比于国际名校的课时设置，其教师主

导的课内学时数可能只占总课程的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剩

下的部分主要由学生主导进行学习。因此，教师在课时设计上

要结合各类课程的性质和特点。

第二，合理分配课程内容。笔者认为在线课程当中特别需

要注意的是不要将实体课堂满堂灌的形式照搬到网络直播课

堂中来。因为这不仅不能发挥在线课堂的优势，反而会突出在

线课堂的缺陷。实体课堂中，教师可以通过观察学生的表情去

感受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效果，做到时时互动。线上教学却

难以和学生面对面，此处的效果会比较弱。教师应该将直播和

慕课或者是录播课进行合理的分配。其中，录播课进行精细化

讲解，直播进行重难点讲解、引导性讲解或者在线答疑，慕课

进行课程知识点的拓展应用。

第三，增强课堂的时时互动及趣味性。为了加强线上教学

的师生互动，教师可以在课堂内加大案例讨论、小组讨论、在

线时时提问、时时练习、生生互评等这类型的环节，也可以以

提纲或思维导图的形式带领大家一起去做每章的总结。

第四，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勤督促。在线教学期间学生的

学习任务量是翻倍的，作为教师应该理解学生的学习压力，合

理安排教学时间。一般情况下，一次 2 学时的课，其教学时间

是 90 分钟。笔者认为教师通常用 60分钟的时间讲解已经足

够了，剩下来 30 分钟要让学生自己去理解、消化和吸收。另

外，在安排作业及测试等方面，教师需要注意布置的作业不能

太多。作业太多学生会敷衍了事，难以达到实际预期的效果。

最后，教师要做到勤督促。

第五，眼观三窗，关注三方。“三窗”指的是 PPT 播放窗

口、群聊窗口、QQ群窗口。“三方”指的是教学内容、在线环

境、学习效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仅使用一个教学工具

（例如教学平台），还需辅助学生常用的即时消息工具（例如

QQ、微信群等）进行反馈，以便能在授课过程中了解学生接收

课堂的效果[2]。在线课程做得再好，不等于学生学得好。因此，

一定要做到实时监测，时常反馈。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在线教学的趋势势不可挡。作为

教师应该提前做好在线教学的相关准备工作，及早适应此类

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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