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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一场疫情让学生不能返校学习，中国大中院校

“停课不停学”，教学由线下转为线上，一场互联网教学浪

潮在全国铺开。那么全国各学校持续近 2 个月的互联网教学

效果如何？学生对网课教学有怎样的评价和诉求呢？论文

以高职院校线上教学为基础，深入学生当中做了问卷调查和

访谈，以寻找问题的答案，同时提出网络教学改善策略。

本问卷调查数据来源于一所全国招生的高职财经院校，

被调查学校网络教学采用超星学习平台为主，该学习平台可

以实现任务发布、资源推送、学情分析统计、作业发布、讨

论互动、考试、签到、直播、PBL 等功能。被调查对象为

2020 年大一下学期的 1119 名学生，大一阶段的理论课程尚

且较多，有 4~6 门网课课程。本次共发出 1119 份问卷，回

收有效问卷数 1009 份，回收率 90.17%。

2 疫情期间学生网课学习的倾向调查
论文通过调研了解到，尽管网络教学资源丰富，线上学

习时间灵活，可以进行回放或者重听，但大多数学生认为网

课学习互动性差、缺乏学习氛围感、用眼疲劳、自制力差、

容易被家人打扰、注意力容易分散、缺乏学习紧迫感等诸多

问题，所以大部分学生反映渴望回到学校上课 [1]。

通过问卷调查显示，仅 7.14% 的学生更喜欢网课学习，

67.86% 的同学更青睐面授学习，25% 的学生觉得差异不大。

具体人数占比百分率，参见图 1。

学生网课学习方式主要有视频学习、直播、讨论互动、

作业和课外阅读等。问卷调查显示，在网课教学的综合评价

中，学生更喜欢老师直播上课占比 37.36%、录播视频学习

占比 18.17%，作业占比 17.16%，三种学习方式受到学生青

睐占比 72.69%。具体人数占比百分率，参见图 2。

由图 2 可知，在网课学习诸多种形式中，直播形式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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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欢迎，直播形式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和亲和感；经访谈得

知该校教师使用的直播平台有超星平台、腾讯直播、钉钉直

播、抖音直播等。由于疫情期间全国网课平台的流量都比较

大，会出现卡顿的情况，因此每位上课老师一般都会准备多

种直播平台，以防超星平台使用过程中学生出现排队拥挤不

能进入课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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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疫情期间网课和返校面授课，学生倾向调查饼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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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被调研学生喜爱的网课教学方式占百分比图

3 对学生网课学习的效果调查
相比于在校学习，网课学习存在互动性差，学习氛围感

差，注意力容易分散，学生的自律性还不强，难以形成学习

紧张感等诸多问题明显影响学习效果，调查显示学生在家的

网课学习效果普遍较差。

本问题的测试方式为对照测试，选取同一教师教授所授

课程，分别选取 2019 级和 2018 级大一学生各一个班，该教

师上课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设计、教学课时基本相同，学

生测试内容也相同。学习效果衡量指标为两次理论考试的平

均测试成绩，不将技能实践成绩纳入，排除网课学习的技能

实践操作受限的影响 [2]。

4 网络教学改善策略
受疫情影响，对全国高职院校大学生持续了 2 个月的互

联网教学，调查显示网课学习存在互动性差、缺乏学习氛围

感、自制力差、注意力容易分散等诸多问题。对于自制力更

差的中小学生，可以预测其网课学习的问题更明显，其学习

效果可能也难以达到预期。论文提出以下几方面的针对性的

解决措施供参考。 

在互联网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直播中在线实时讨论，直

播中发送问题答题卡，直播举手发言，直播中发红包等功能增

强师生互动性，在互动中监管，在互动中反馈。另外，网络学

习平台有分组功能，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小组，以小组为单位

进行讨论，由组长将讨论结果汇总至老师，并在直播课堂中进

行汇报，老师对汇报情况进行打分、点赞等评价措施。

在互联网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搞线上学习活动、知识

竞赛活动、“你问我答”活动等增强学生的学习氛围感，另

外，教师可以设置线上答疑区，学生可以在答疑区提出问题，

其他学生可以解答，老师也可以解答评价。

教师上网课可以要求学生按照上课时间签到打卡，或者

在直播过程中不定时发出“签到”指令，以防止学生上网课

中途退出。另外教师可以直播中多设置提问，请学生在线回

答问题，以增强学生的上网课的互动性和自律性。其次，教

师可以每次课做出一个教学安排，如视频观看 2.1.1 金融资

产定义8分钟、2.1.2金融资产分类10分钟，作业5题10分钟，

小组讨论 10 分钟，教师总结 7 分钟，这样的教学安排可以

使得学生学习任务更清楚。

在众多网课方式中，直播授课最受学生青睐，占比达到

37.36%。Spss16.0 统计分析显示，教师可通过增加互动讨论

和直播授课来增强网课学习效率和效果。在学生返校之后可

以探索“线上 + 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

在学生课后通过发送在线作业等方式巩固教学，强化知

识点，作业的形式可以是客观题、主观题或者一个短视频或

者一个小观察，一个小实验，丰富课堂教学，增强学生知识

转化能力。对于学生的作业老师需要点评、反馈，否则学生

将失去完成作业的动力和积极性 [3]。

5 结语
论文利用某全国招生的高职财经院校 119 名大一学生的

网课学习数据进行研究，发现 2020 年春季持续 2 个月的网

课学习效果并未达到预期。调查显示，仅 7.14% 的学生更

喜欢网课学习，67.86% 的同学更青睐面授学习。论文研究

发现众多网课形式中，直播授课最受学生青睐。互动讨论次

数可以作为网课学习积极性的描述指标，第二主成分视频观

看时长可以作为网课学习持续性的描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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