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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各高校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线上教学,积累了宝贵的教学经验。理工类

专业课程教学强调理论知识及其应用性,对教师授课和学生互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文章以福州大学

为例,从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和应用性方面对目前常用的课程平台模式、网络直播模式和“课程平台+网

络直播”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同时梳理总结了日本和德国线上教学发展情况,为我国线上教学和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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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act
 

of
 

COVID-19
 

containment,
 

universities
 

have
 

launched
 

various
 

online
 

teaching
 

modes,
 

and
 

gained
 

precious
 

teaching
 

experience.
 

The
 

teaching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urses
 

emphasize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application,
 

which
 

impose
 

high
 

requirements
 

on
 

the
 

teaching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In
 

this
 

article,
 

taking
 

Fuzhou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ree
 

currently
 

used
 

online
 

teaching
 

modes,
 

including
 

course
 

platform,
 

network
 

broadcast
 

and
 

mixed
 

teaching
 

mode,
 

a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resources,
 

teaching
 

methods
 

and
 

applicability.
 

Th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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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line
 

teaching
 

in
 

Japan
 

and
 

Germany
 

are
 

also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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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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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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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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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line
 

teaching
 

and
 

online
 

and
 

offline
 

combined
 

teaching
 

mod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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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提出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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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求,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了保证学生的学习进度,各

高校应积极开展线上教学,同时高校师生也应充

分利用线上教学资源,以保证正常的教学进展及

教学质量,从而实现“停学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

目标。各高校在开展线上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不

断改进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但由于线上教学

的空间及设备受限,教师难以准确把握学生课堂

学习情况、学生学习兴趣不高、线上教学消耗更多

的精力以及网络不稳定等问题普遍存在[1-3]。特

别是理工类专业课程通常涉及较多的理论知识和

较复杂的生产实践内容,要想通过线上教学讲透

这些专业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内容有难度,因此授

课教师在线上教学过程中往往很难把握学生的学

习状况;同时,许多理工类专业实验无法在线开

展,而虚拟仿真平台也并非所有高校都配备[1],因

此线上教学的进展受到影响。鉴于此,分析和改

进线上教学模式及方法十分重要。

我们对福州大学在校师生展开网络问卷调

查,回收的有效问卷中教师问卷438份、学生问卷

4
 

853份,覆盖全校20个学院的各个年级。本文

在分析问卷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对日本、德国近些

年线上教学发展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同时分析了

不同教学方法的利弊、国内线上教学的优缺点等,

期望为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校理工类专业下

一阶段线上教学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开展和

改进提供参考。

  一、线上教学模式及方法分析

  目前主流的线上教学模式主要有课程平台教

学、网络直播教学和二者结合的教学三大类[4-6],

所授课程分为直播课程和录播课程两大类。近几

年,线上教学得到了空前发展,通过QQ、微信、钉

钉、雨课堂等交互软件进行线上直播教学以及通

过SPOC、MOOC等多种形式进行自主线上学习

的方法得到了师生的认可[7]。面对众多选择,到

底该采用何种模式及方法开展线上教学,成为教

师需要思考的问题。本文将结合问卷调查结果,

分析不同线上教学模式及方法的优缺点,并对国

外的线上教学情况进行梳理总结,为我国线上教

学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课程平台模式及方法分析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网络课

程平台相继建立,这些平台的基本功能一般包括

视频及课件分享、在线留言、讨论等,所提供的课

程形式以录播课程为主[8]。在2020年疫情防控

初期,很多高校选择采用课程平台模式开展线上

教学。虽然课程平台不尽相同,但是网上课程平

台(爱课程、智慧树、学堂在线等)与一些学校自建

网络课程中心的核心内容相似,功能日趋一致。

以福州大学为例,该校使用的在线教学平台主要

有中国大学 MOOC(爱课程)、智慧树、超星学习

通、学堂在线、福州大学课程中心等。这些课程平

台上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包括录制好的教学视频、

习题、作业及考试题等。这些教学资源可以满足

课前预习、课堂讲授、课后复习等不同环节的学习

需求。在课程平台模式下,在线教学基本能贯彻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即由教师提供教学资

料,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并且这种模式的教学非常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由于“可修饰性”极强,录播课程可以为学习

者提供精彩的学习内容。对于教师来说,在录制

平台课程教学视频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提前准备

教学内容,而且可以进行后期优化处理,以期为学

生提供高质量的课程教学,这是直播课程无法实

现的。此外,录播课程播放速度可控,内容可回

放,方便学生反复观看,有利于学生对重点和难点

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福州大学不同年级学生对各类平台教学的满

意度评价如图1所示。中国大学MOOC平台是学

生满意度最高的,该平台丰富的课程资源能够很好

地满足不同阶段学生的学习需求。从不同年级学

生对各类平台教学满意度的对比可以发现,大一、

大二学生更倾向于进行知识点的学习,他们会借助

各类课程平台拓展学习基础知识,因此对平台教学

的满意度高;大三、大四学生对于 MOOC平台的满

意程度稍有降低,大四学生的满意度最低。究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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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主要在于大三学生处于升学的重要阶段,比起

学习平台上的录播课程,他们需要更直接的指导,

因此更倾向于选择直播课程;而大四学生处在就业

的关键时期,相比于学习各类讲授基础知识的课

程,他们更倾向于参加学校开展的就业指导等课

程,因此他们对学校课程中心平台的满意度远高于

其他年级学生。虽然课程平台以操作的便利性和

录播课程资源的丰富性赢得了多数学生的喜爱,但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仍有一部分同学对课程平台感

到“不满意”,这是因为录播课程存在“非即时性”,

带来了无法进行实时监管、完成率不高、对学生的

自我管控能力要求很高等问题。

图1 不同年级学生对课程平台教学的满意度评价

  针对线上学习困难的调查结果如图2所示。

在进行线上学习时,有22.48%的学生认为自己

的自学能力不足;有64.31%的学生认为长时间

观看录播课程很容易产生疲惫感,从而导致注意

力无法集中。在课程平台模式下,教师无法组织

学生现场互动,对学生学情也不了解,因此很难把

握授课进度和授课节奏,不易控制教学秩序,也无

法及时了解学生的在线学习情况,这就导致教学

效果打折扣。由此可见,线上教学仍有很大的改

进空间。

图2 学生线上学习时遇到的困难

  (二)网络直播模式及方法分析

  网络直播授课,顾名思义就是以视频直播的

方式开展教学。这种授课方式最接近于线下课堂

教学,因此教师基本可以按照线下授课的方式进

行授课,比较容易掌控授课节奏和授课进度。相

对于线下教学,网络直播模式使学生可以排除线

下课堂教学时存在的一些干扰因素,专心听课。

同时,网络直播模式也有利于教师对教学秩序的

把控。目前,网络直播教学软件大多具有点名、提

问、弹幕或留言的功能,可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即时

交流。教师能够在直播课上及时获得学生的反

馈,从而完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学生有问题也

能及时连麦向教师请教。针对福州大学师生的问

卷调 查 结 果 显 示,网 络 直 播 教 学 模 式 获 得

33.81%的认可度。

但是,网络直播教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对于学生而言,他们要在固定的时间参与直播课

学习,错过未必能在之后补学。同时,直播课不同

于线下课程,会由于师生的交流互动而对听者产

生影响,如打断思路、提早透露答案等。相对于时

间自由的录播课,学生观看直播课程需要付出更

高的时间成本,难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完成,因此

学习效率会降低。另外,在网络直播模式下,管理

学生有一定难度,一对一互动交流的效率偏低,学

生回应缓慢的问题常常出现,导致授课节奏受到

影响。针对福州大学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有

73.06%的教师前期没有线上教学经历,因此在网

络直播授课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使得教学质量

大打折扣。同时,由于听课人数的限制,大多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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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直播软件无法兼容所有学生的摄像头,这会降

低教师授课时的价值感。大部分教师在线上授课

时难以把握学生的学习状态,觉得自己在“唱独角

戏”,从而渐渐 失 去 了 教 学 互 动 的 积 极 性。而

12.36%的学生则认为课堂互动较少,无法及时得

到教师的指导。因此,很多网络直播课程教学最

终演变成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式教学,实际授课

效果开始与录播课程趋同。网络直播还受限于教

师周围的环境。另外,囿于直播软件本身的技术,

直播界面及互动等也存在许多问题,从而降低了

学生的满意度;而教师在进行PPT演示时也会遇

到网络不稳定等情况,从而影响教学质量。

不同于网络课程平台,网络直播平台(软件)

按照功能可以分为演讲型和讨论型两类。演讲型

直播平台侧重于教师端的应用,往往仅支持教师

使用摄像头,同时控制学生端的语音使用。福州

大学师生问卷调查结果显示,QQ 直播、腾讯课

堂、钉钉等是目前使用比较多的演讲型直播平台,

这些基于网络直播应用而发展起来的教学工具在

实际教学中更受低年级(大一、大二、大三)学生的

欢迎(见图3)。这些平台比较注重优化教师的授

课体验,一般设置了签到、点名、提问、布置作业等

功能,并能统计学生的出勤率和在线率,对于教师

掌握教学情况有较大的帮助。调查还发现,在线

上教学过程中,近65%的老师选择“线上点名”

“做小测试”“签到”“投票”等活动与学生进行互

动。在运用演讲型直播平台进行教学时,教师是

主导者和控制者,在教学中占主导地位,因此该模

式授课效率高,非常适合用于听课人数较多的专

业基础课程教学。但是,使用这类平台进行教学

时,学生一般无法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课堂讨论,也

无法进行充分的现场互动。在功能设计方面,演

讲型直播平台充分体现了以教师为主的设计理

念,所有的授课相关指令均从教师端发出。有关

软件应用的调查结果显示,68.49%的教师选择腾

讯课堂等演讲型直播平台,可见这类平台深受教

师喜爱。通常,这类平台还支持教师通过实时录

屏将线上直播视频保存下来,以供学生复习使用;

同时,学生的课堂反馈也能通过弹幕、评论和点赞

等功能来实现,但互动节奏较慢。

图3 不同年级学生对不同直播教学

软件的满意度

讨论型直播平台是基于网络会议功能发展而

来的,具有强大的线上交流互动功能,包括腾讯会

议、Zoom、QQ视频通话等。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有高达68.49%的老师认可腾讯会议,认为该软

件能够解决“教与学存在时空距离”“师生互动效

果”这两类影响线上教学成效的问题。这些平台

均支持师生多人同时使用摄像头进行视频对话,

这就大大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在实际教学过程

中,有大约70%的教师认为语音交流能够增强师

生间的互动,提高学生的专注力,从而解决学生注

意力不集中的问题。教师在使用这种类型的直播

工具时,相当于会议主持人,一般采用“教师引导、

学生主动参与”的形式进行授课,让学生成为学习

的主体,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相较于

演讲型直播平台,讨论型直播平台显然更适用于

听课人数较少的专业选修课程的教学。由于专业

选修课的授课对象往往已经具备较为扎实的专业

知识基础,因此教学的重点变为:1.加强课堂讨

论,提高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和交流沟通能力;

2.让学生充分发挥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主动表

达专业见解,从而培养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讨

论型直播平台的优势无疑与选修课的教学需求相

契合。另外,讨论型直播课程教学往往要求所有

人通过视频进行实时交流,而实时交流的稳定性

受在线人数的影响,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讨论型

直播平台也适合用于30人以下的专业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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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能设计方面,讨论型直播平台更注重自由交

流的实现,教师主要起到主持和控制全局的作用,

学生可以自主发言,这就对教师的全局把控能力

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类直播平台往往记录功能

不突出,一般不具备录屏和存储功能,不利于学生

课后复习和回顾。

  (三)“课程平台+网络直播”模式及方法分析

  “课程平台+网络直播”模式融合了课程平台

的资源优势和网络直播平台的实时特点,越来越

受到广大师生的青睐,并在平台不断改革创新的

基础上衍生出多种教学形式[9-10]。这种模式具有

学生中心与教师中心相互融合的优势,既有利于

学生的自主学习,又有利于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其

教学效果能够达到甚至超过线下课堂教学效果。

在该模式的实施过程中,众多课程平台的线下教

学工具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例如教师在使用爱课

程平台上的 MOOC教学资源进行直播教学时,

可以利用该平台自带的授课工具“慕课堂”开展互

动,将课程平台的教学资源与网络直播有机结合

在一起,从而大大提升师生互动的效率和质量。

当然,采用“课程平台+网络直播”模式进行

授课,对授课教师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要求教师非

常熟悉平台上的教学资源,并能够自如地调配和

安排。同时,为了熟练使用“慕课堂”“雨课堂”等

授课工具,教师除了要熟练掌握软件的使用技巧

外,还需要提前安排好教学的各个环节,这就增加

了备课的工作量。况且,对于一些年长的教师来

说,熟练掌握这些新技术有一定难度。

  二、国际线上教学发展情况分析

  在信息化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

极大的改变。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信息的储存和

传播越来越方便,如何获取信息“制高点”成为人

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虽然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速度和程度不尽相同,但对教

育的重视是共识。通过互联网获取知识的“E-

Learning”模式成为各国线上教学模式发展的必

经之路。下面将通过浅析日本、德国的线上教学

发展过程,分析国内外线上教学发展的差异。

日本的线上教学发展较早[11],可追溯到20

世纪20年代,那时日本通过邮政通信、电视、广播

等途径在学校及社会上开展通信教育,其中具有

代表性的学校通信教育是由日本放送协会于

1953年制作并播出的“通信高校讲座”。随着网

络技术的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日本大学

Unix网络诞生,这标志着互联网在日本教育界开

始发挥作用。200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日本大学

开始采用宽带开展“E-Learning”教学。此后,日

本又借鉴美国线上教学的经验,在众多高校联合

之下,于2005年及2006年相继成立了日本开放

式课程联络会和日本开放课件联盟这两个教育资

源共享平台,为大众学习创造便利条件。2012年

以后,随着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的兴

起,在众多高校的支持下,日本开放教育推进协议

会(JMOOC)于2013年成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的出现,日本政府在2021年秋季成立数字厅,将

远程教育作为线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断

完善线上教学系统。在网络直播教学方面,日本

高校使用功能强大的 Moddle工具进行教学管

理,并 将 适 合 小 班 授 课 使 用 的 线 上 授 课 工 具

Zoom软件作为常用工具。但是在交流和沟通方

面,有别于我国常用微信群进行交流的形式,日本

更多使用 Email开展线下交流,因此交流效率

较低[12]。

德国高校线上教学的组织和运行更加高效,

因为德国大量线上课程平台项目由政府牵头组织

和策划,有效推动了德国在线教育的发展,但是也

带来一些不平衡的问题[13-14]。如2000年德国教

育与研究部斥巨资开展了新媒体教育应用项目,

但各高校在经费数额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尽管

如此,德国政府从未停止实施线上教学发展计划,

一直提供巨大的支持,保证高校线上教学稳健发

展,并形成了以哈根远程大学为代表的虚拟大学

学习空间、以科隆大学为代表的虚拟大学系统

VIRTUS和多所学校共同参与的VIROR等优秀

在线课程平台,为疫情期间德国大学的专业课程

教学提供了强有力的平台支撑。网络直播同样也

是 德 国 高 校 应 对 疫 情 的 重 要 手 段,

BigBlueButton、Microsoft
 

Teams、Zoom 等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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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在网络直播教学中承担了重要角色[15]。这

些软件都具有非常强大的互动功能,可以让师生

共享摄像头并同时通过VOIP进行交流,可以在

线演示PDF和 Office文档,还具有举手发言功

能,并支持多人语音和私聊,显然这对于德国高校

的小班教学是非常有利的。为了提升线上教学质

量,德国高校要求教师掌握线上教学技术,并基于

ICAP (Interactive,
 

Constructive,
 

Active,

Passive)的多层次架构来实施线上教学[16]。

国外线上教学平台建设较早,经验积累时间

长,内容整合度较高,交互性强,访问也比较稳定;

而我国的网络资源平台建设时间短,呈散点状分

布,且资源集中于少数名牌大学。与国际在线教

学相比,疫情前我国线上教学平台尚处于教学视

频网络化的初级阶段,平台技术不够完善,教学资

源分布较为零散,线上教学主要发挥辅助作用,教

师的课程录制水平、线上教学质量以及与学生的

交互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我国线上教学虽然

起步晚,但也具有一些国外不可比拟的优势。如

近几年我国互联网发展迅速,特别是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国家针对在线教育出台了有利政策,提供

了资金支持,这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各种在线教学

平台的快速发展和平台功能的日益完善。另外,

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下,我国线上教育资源具有

规模大、数量多和开放度高的优势,获取门槛较

低,同时具有语言交流顺畅、互动方便等优点,对

于学习者而言内容丰富且体验较好。伴随着我国

5G网络、虚拟现实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线上

教学将会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三、结论与展望

  线上教学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是未来高等

教育的发展方向,有利于集中和平衡优势教学资

源,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下,很多高校“被动”

开展了线上教学实践,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教学

经验,推动了课程平台、直播平台、教学模式和教

学方法的改革,这为今后线上教学和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仍处在线上教

学模式建设的初级阶段,还有很多待解决的问题。

课程平台模式提供了灵活的教学自由度和较高质

量的教学素材,但是存在学习互动性差、学习过程

不易管理的弊端;网络直播模式能够达到类似课

堂教学的效果,师生互动性较好,但是存在教学内

容单一、教学反馈慢等不足;“课程平台+网络直

播”模式集合了两者的优点,但是由于线上线下教

学调配经验不足,平台和直播软件的功能及其使

用配合不到位,教学质量暂时还无法达到预期。

日本和德国在疫情期间也经历了与我国类似

的线上教学调整和发展过程,但由于线上课程平

台资源建设基础较好,因此在线上教学方面有一

定优势。另外,日本和德国以小班为主的常规教

学模式也为其网络直播教学提供了便利,使教师

能较充分地发挥直播工具的各项功能,激发学生

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形成良好的教学互动氛围。

我国可充分吸收这些成功经验,依托国家的制度

优势、政策优势以及网络建设的后发优势,不断加

强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进一步将互联网技术

与高等教育结合,探索多样化的线上教学模式,完

善线上教学平台的功能,实现线上与线下教学的

完美衔接。在此基础上,我国高校应持续深化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不断探索教学新方法,着

力保障和提升教学质量。

借助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课程平台+网络直

播”模式将演变为“线上平台+线下授课”的混合式

教学模式,进而逐渐替代传统授课模式,成为高校

教学的主流模式。因此,国家应加大投入力度,不

断完善平台功能,丰富平台资源且加强审核力度;

教师应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进一步提升对线上教

学的认识,了解并掌握各类平台工具,切实将线上

教学与线下教学有机结合;学生应不断提高自主学

习的积极性,在线下学习之外充分利用线上教学资

源来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 (责任编辑:李丽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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