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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2020 年上半年全国所有高校全面实施在线教学，按照“延期不延

教、停课不停学”的原则，108 万教师开出课程合计 1719 万门次，在线学习学生共

计 35 亿人次。线上教学改变了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学校的“管”及教育        

的“形态”，与传统课堂教学相比，在线教学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多元化的学习模

式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因此线上与线下教学的融合发展将成为教育发展新

形态。 

为了适应线上线下教学融合发展新常态，实现在线教学从“新鲜感”走向“常

态化”，从“战时” 措施转化为平时机制，我们对部分院校在线教学情况进行统计

与分析，以便更多地发现在线教学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学校的管等方面教育的形

态的变化。统计数据来源包括西北政法大学、河南大学、鲁迅美术学院、西南石油

大学、黑龙江大学、广州大学等。 

由于各个学校的数据统计未做统一规范，因此统计数据范围及口径并不一致，

为了研究便利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大致归类，统计口径不同的地方进行标注。 

一、在线教学的新形态 

1. 教师的“教” 

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使得全国高等院校均无法正常开学，按照停课不停学的原

则，所有高校均实施线上教学，从以下大学开学第一周课程开设情况统计数据看到

提供开课率数据的学校第一周开课率均达到 98%以上，在线教学在特殊时期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表 1  开学第一周部分院校课程开设情况统计 

 
教师 

（人） 

课程数 

（门） 

教学班 

（个） 

开课率 

（%） 

学生 

（人） 

西北政法大学 525 1644   250000 

河南大学 1770 1752 4704 98 360000 

天津大学  2287  98.6  

鲁迅美术学院 441 322  100 7077 

西南石油大学 813 1494   2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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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科大学  1293  100 99587 

西南大学 2189 2033   259265 

吉林大学 1460  4609  299573 

黑龙江大学 1061 1262 3430  213226 

广州大学 1450 1343 5304  23769 

注：空缺内容为学校未提供数据 

在线教学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网络教学支持平台选择的问题，得益于近年来国家

大力推进“互联网+”战略，在线教育平台建设取得快速发展，开发了中国大学 MOOC、

超星尔雅、雨课堂、智慧树、腾讯课堂等一批教学应用软件，有力地支持了疫情期

间的在线教育。 

据调查疫情期间全国所有高校几乎都没有对教师使用哪种软件进行在线教学提

出硬性要求，由教师自主选择所使用的教学平台，以下是部分高校在线教学平台的

使用情况： 

表 2  部分院校在线教学使用网络平台统计（单位%） 

 

中国 

大学

MOOC 

超星 

尔雅 
雨课堂 智慧树

腾讯

课堂
钉钉

腾讯

会议 

微信群、

QQ 群 
其他

西北政法大学 1 34 14 8 10 1 72 50  

河南大学 5.1 0.8 12 18  22.5 21 13 7.6 

鲁迅美术学院   9.55  4.32 4.32 40.72 38.20  

西南石油大学 42.86 53.1 8.09 1.08  20.49 88.68 15.36 9.16

广州大学 2.36  45.92 2.98 11.19 1.97 5.88 22.74 6.09

注：西北政法大学、西南石油大学统计数据包含使用二种以上平台课程 

教师在线教学采用的教学模式主要有直播教学、录播教学、指定资源自学、指

定资源答疑和互动讨论等，采用不同教学模式的比例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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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教师在线教学模式统计（单位%） 

 
网络 

直播 

录播 

教学 

互动 

讨论 

指定资

源+答疑

指定资

源自学 
其他 

西北政法大学 68.89 8.89 31.33 4.44 6.67 3.33 

河南大学 67  4 13 6 10 

鲁迅美术学院 42.31 7.11 33.22 2.81 13.06 1.49 

西南石油大学 16   37 40 7 

黑龙江大学 33 9 31 7 22 

广州大学 94.6 25.84 32.11 18.06 4.70 

注：西北政治大学、广州大学包含使用二种以上教学模式 

除课堂教学外，在线教学的其他环节部分学校也提供了数据，西南石油大学

60.65%的教师布置预习，70.08%的教师提供在线交流，51.75%的教师安排复习，

88.95%的教师布置作业；西北政法大学 40.53%的教师安排了预习、复习、课后作业

及测试，30%的教师定期在平台和课程群中发布讨论，27.73%教师向学生推荐了课程

相关的学科前沿资料。 

和线下面对面教学可以直观了解学生学习情况不同，黑龙江大学 32.69%的教师

通过线上直播和答疑，28.16%通过作业，20.82%通过线上测验，17.48%通过学生线

上学习的统计数据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西北政法大学提供教师掌握学生学

习情况数据如图 1。 

 

图 1  教师掌握学生学习情况统计图 



4 

开学第一周尽管大多数教师都是初次涉及网络教学，存在网络教学资源不足，

网络教学平台使用不熟悉等客观问题，但是大多数教师对在线教学效果都给予了积

极评价，给出非常满意和满意的教师比例基本上达到了 60%以上。 

表 4  教师对在线教学效果评价（单位%）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西北政法大学 24.44 60.01 14.44 1.11 

鲁迅美术学院 13.58 46.69 36.59 3.14 

西南石油大学 22.64 40.16 30.73 6.47 

广州大学 13.94 44.66 33.39 8.02 

2. 学生的“学” 

学生在线学习工具主要有电脑、手机及平板电脑三娄，尽管大多数学生初次涉

及网课，从广州大学的调查数据来看，95%的学生都适应或基本适应在线教学。 

 

图 2  学生是否适应在线教学统计图 

学生提出的网络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第一，网络不稳

定，造成卡顿；第二，授课平台繁多复杂，占用空间大；第三，缺少教材和学习资

料，影响学习效果；第四，课后习题和作业布置不合理，提交复杂。 

河南大学、鲁迅美术学院、广州大学对学生最喜欢的教学模式进行了调查，数

据显示大部分学生选择的是直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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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学生最喜欢的教学模式（单位%） 

 
直播 

教学 

录播 

教学 

互动 

讨论 

指定资源

+答疑 

指定资 

源自学 
其他 

河南大学 60.90   19.6 19.5  

鲁迅美术学院 42.27 13.43 19.84 7.74 16.08 1.01 

广州大学 83.31 43.18 27.14 30.40 0.88 

注：广州大学数据包含二种以上教学模式 

西北政法大学和西南石油大学提供了学生对线上和线下教学效果的比较，数据

如图 3。 

 

图 3  学生对线上线下教学效果的比较 

总体来看，学生对在线教学的评价非常高，非常满意和满意所占比例都超过了

50%，而不满意比例仅在 3%以下。 

表 6  学生对在线教学评价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西北政法大学 22.8 53.4 23.8 0 

鲁迅美术学院 37.98 29.62 30.59 1.82 

西南石油大学 27.46 60.52 10.25 1.76 

黑龙江大学 17.87 56.31 23.15 2.67 

广州大学 13.74 45.16 39.78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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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校的“管” 

相对于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由于师生均未到校，且学校并未建立起适

应在线教学的管理与服务体系，学校的“管”滞后与单一。与传统教学相比，在线

教学对学校“管”的要求应该是学校要提供更多的服务，帮助师生方便使用网络教

学资源。同时，能够为学校提供及时、有效、全面的监管本身就是在线教学的一大

优势。但由于没有建立起一体化的在线教学管理平台，从各个学校的调查情况来看，

疫情赶期间学校对在线教学的“管”主要为两种方式： 

第一，以学生身份直接进入在线教学网络课堂，了解教师开课情况、教学内容

与进度，教学方法及手段，学生到课情况、学生学习主动性及掌握教学内容等总体

情况。这种监管方式虽然及时，但受人力影响很难做到全面。 

第二，以问卷方式对师生在线教学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教师教学平台和教学模

式的选择、教学手段的运用及教学目标的实现，学生的学习方式，在线学习中遇到

的问题及学生喜欢的教学方法。这种监管方式是一种事后监管，虽然能够掌握总体

情况，但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无法提供及时帮助。 

二、在线教学存在的问题 

通过在线教学新形态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前段时期在线教学存在的问题有以

下几方面： 

第一，准备不足。 

无论是教师的教、学生的学还是学校的管，都存在临时上阵，仓促应付的现象。

以网络教学平台的使用为例，学生在问卷调查中提出的问题大多与此有关。我们发

现所有学校相当比例的课程使用 QQ 群、微信群，作为社交软件 QQ 群、微信群虽然

能够满足互动教学的一些功能，但是它并非为教学而开发的专业软件，没有提供用

户角色功能的划分，不能发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不能把讲解画面与 PPT

进行自由切换，使课程学习很难成为一个体系，同时也不能把语音同步转换为字幕，

影响在线教学效果。 

第二，对在线教学作用认识不充分。 

2013 年清华、北大宣布正式加盟著名的全球 MOOC 平台 edX，“中国在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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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 元年”正式来临，2014 年教育部“爱课程”网中国大学 MOOC 平台正式开通，

全国高校可通过此平台进行 MOOC 课程建设和应用。在线教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知

识传播模式和学习方式，正在触发大学学习形态发生根本性改变。对于大多数学校

来说，对在线教学的认识仅仅把在线教学当作教育技术的革新，并未发生与之相应

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学方式、人才培养过程等方面的变化。 

三、线上线下教学的融合发展” 

在线教学与传统教学相比具有巨大优势，突出表现为不受时空限制，为学生提

供个性化教学资源，而且可以极大地节约社会资源，以大家认为必须要亲临现场才

能完成的实验课程为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与实

验教学的深度融合，实现“网上做实验”和“虚拟做真实验”，有效解决了传统实验

教学中“做不到”“做不了”“做不上”的问题。因此，在线教学是课堂教学的延伸

手段，不应该成为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应成为日常教学的平时机制。 

河南大学学生和西南石油大学、黑龙江大学教师的调查数据都显示，一半以上

的学生和教师都认为最佳的学习方式是线上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见图 4、

图 5。 

 

图 4  河南大学学生认为最佳学习效果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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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疫情结束教师打算采取的教学方式 

1. 完善在线教学硬件设施 

推进线上线下教学的融合发展，首先要完善在线教学的硬件设施，建设一批互

联网教室，实现线上线下教学的同步开展，为学生修课提供更多选择。我校教室已

经全部建成多媒体教室，但是还没建设网络教室，多媒体教室只能在课堂教学中播

放媒体软件，不能实现在线教学功能。建议今后学校课程建设重点放在课程建设新

理念与各学科专业的结合，突出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有效

推动优质资源和先进教育教学理念在更大范围内应用共享。 

2. 打造一体化在线教学平台 

在线教学调查中学生反映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网络教学平台繁多复杂，对于

手机用户可能是造成网络卡顿的一个原因，即不利于学生使用网络教学资源，同时

也给在线教学监管带来困难。我校已建成在线选课系统，可以为学生提供选课服务，

也能实现课前预习、课后作业提交等一些简单的辅助教学功能，但是还不能提供线

上教学课程，可以把在线教学平台集成在选课系统中形成一体化的教学服务管理平

台，方便师生使用。很多教学环节，比如答疑如果实现在线答疑，在线教学不受时

间地点限制的优势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3. 提供优质在线课程体系 

日前，教育部推出首批共计 5118 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包括 1875 门线上一流

课程，728 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1463 门线下一流课程，868 门线上线下混

合式一流课程和 184 门社会实践一流课程。学校应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国家级、省级

一流精品课程建设，同时打造一批校级精品线上课程，并结合对校内课程的创新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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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激发课堂教学生机与活力，实现线上学习与线下面授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4. 转变管理方式提供全面服务 

混合式教学对学校的管理与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流大学建设本身也要求

学校坚持高阶性、创新性、挑战性标准的教学体系建设。学校应及时为教师提供慕

课应用培训，使教师的教学理念、模式、技术、方法有一个根本性变化，同时也能

推进学校的管理水平上一个新的台阶。比如我校每年都进行的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如果实现线上线下教学融合发展模式，完全可以利用在线教学可重复再现特点，就

没必要以费时费力现场比赛的方式进行，而且比赛结果会更加公正，具有更好的引

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