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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全国高校推迟开学，在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

不停学”的倡议下，线上教学成为高校的主要教学方式，其规模之巨为世所罕见。此次大规模的

线上教学，是对近二十年来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一次“大考”。通过对厦门大学开展问卷调查

来梳理“双一流”高校线上教学的实施现状，发现当前高校的在线教学还亟待构建稳定而统一的

授课平台、线上教学中师生间与学生间的互动不足、符合线上教学要求的学业评价体系缺失、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自律性有待加强、留学生群体的在线教学有现实困难等问题。反思“双一流”
高校线上教学，应加快构建稳定而高效的统一线上教学平台，加强线上课程规划与教学设计，促

进大学教师信息化素养的不断提升，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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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大规模的线上教学是对我国高等教育信息

化建设的一次“大 考”，尽 管 目 前 已 经 实 现 教 育 部 设

定的“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目标，但通过查找

教育信息化建 设 和 线 上 教 学 的 短 板，发 现 我 们 仍 有

很多工作要 做。基 于 这 个 问 题 意 识，厦 门 大 学 教 师

发展中心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３日在全国高校发起开展

线上教学状 况 的 问 卷 调 查，截 至３月１７日 共 收 到

１８７所高校调查数据，学生有效问卷１１８１９１份，其中

“双一流”高校参与少，学生填报问卷也少，无法形成

一个可比较的整体，而厦门大学的数据则十分完整。

因此，本文以厦门大学为代表，以点带面，探讨当 下

“双一流”高校线 上 教 学 的 实 施 现 状，深 入 分 析 线 上

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据此做一些初步思考。

一、线上教学的实施现状

此次疫情 使 我 国“双 一 流”高 校 的 教 学 工 作 由

“线下”被逼走上了“线上”，尽管如此，厦门大学还是

充分发挥既有 的 组 织 优 势，迅 速 成 立 了 学 校 新 冠 肺

炎疫情防控期 间 教 学 技 术 服 务 保 障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组建了教学技 术 服 务 保 障 工 作 组，构 建 了 学 校 线 上

教学网格化矩 阵 式 应 急 保 障 体 系，全 力 为 师 生 做 好

服务保障，从学 校 层 面 对 线 上 教 学 进 行 整 体 统 筹 指

导。教学技术 服 务 保 障 工 作 组 通 过 微 信 公 众 号、网

站、微信群等多 种 渠 道 及 时 发 布 信 息，制 作“在 线 教

学平台操作指南”，并利用在线直播的方式为教师线

上教学的顺利开展进行了多场培训。［１］

相关资料显 示，目 前“双 一 流”高 校 在 线 教 学 主

要依托四大类平台进行：一是课程资源平台，如中国

大学 ＭＯＯＣ平台、智慧树、学堂在线等；二是实验类

平台，如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综合平台；三是直播

平台，如钉钉、雨课堂、腾讯课堂、ＺＯＯＭ、企业微信、

ＱＱ视频等；四是校内平台，如课程中心平台、ＳＰＯＣ
平台 等。主 要 教 学 形 式 为“直 播”和“线 上 互 动 研

讨”，以往人们熟知的“录播”和“ＭＯＯＣ”等教学形式

使用频率远不如该两种新的教学形式。①

厦门大学针对课程组建了４３６８个课程群，努力

确保课程、教师和学生三个１００％入群，确保“课程门

门都落实，学生一个不落下”，构筑防疫期基础牢、结

构稳、技术硬、资源足的教学平台。［２］与此同时，各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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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领导、教学委员会、辅导员、教学秘书等进入课 程

群在线听课，全 面 了 解 学 生 的 参 与 情 况 和 教 师 的 授

课情况，并给 予 及 时 的 反 馈 和 调 整。学 校 重 点 关 注

特殊困难学生，在 保 证 质 量 的 前 提 下，为２０２０年 应

届毕业生提供 特 殊 时 期 服 务 措 施，尽 量 减 少 疫 情 对

学生毕 业 的 影 响。对 确 因 疫 情、家 庭 条 件、地 理 位

置、时差等影响，不能或没有全程参加线上学习、开

学后不能按时返校 等 特 殊 困 难 的 学 生（含 留 学 生），
将分批分类进 行 精 准 帮 扶，提 供 个 性 化 助 学 指 导 服

务，保障学生合法权益。［３］

目前高校平 台 服 务 器 与 带 宽 资 源 充 足，教 学 过

程整体无明显卡顿，教师课程准备充分，课堂内容丰

富多彩，在线 教 学 秩 序 正 常。《疫 情 时 期 厦 门 大 学

“线上学习”调查分析报告》的数据显示，学生对当前

线上教学总体认为“非常满意”的比例为１３．７％，“满
意”的比例为５２．１％，表明目前学生对线上教学总体

认可度较高。但同时也有３．８％和１．８％的 学 生 认

为“不满意”和“非常不满 意”，说 明 线 上 教 学 还 存 在

着一些问题，仍需要进一步分析并加以改进。
二、线上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符合线上教学要求的稳定而统一的授课平

台亟待构建

首先，由于各 高 校 从 未 考 虑 设 计 能 容 纳 全 校 在

线教学需要的 教 学 平 台，疫 情 下 虽 经 多 方 努 力 扩 容

至能够满足教 师 线 上 教 学 之 需，但 短 期 内 要 构 建 起

统一的授课平 台 既 不 现 实 也 不 可 能，因 此 在 这 种 情

况下，课程教学平台只能由教师自主选择，但由于各

类平台使 用 方 式 不 同、效 率 不 同，为 了 平 台 优 势 互

补，教师的选择 差 异 便 导 致 了 学 生 需 要 安 装 多 个 软

件、注册多个账号。调查数据显示，有８８．６％的学生

表示，上一门课需要使用超过２个教学平台；４９．９％
的学生表示，上一门课需要使用３个以上教学平台，
课程和教学平台的数量过多且不统一无形中增加了

上课程序的烦琐程度。尽管学校建有ＳＰＯＣ课程平

台，但是师生 更 倾 向 于 选 择 使 用 直 播 的 方 式，ＳＰＯＣ
的相关功能没 能 吸 引 师 生 使 用，可 能 与 课 程 平 台 在

硬件方面的不 完 善 有 关，这 需 要 相 关 技 术 人 员 进 一

步完善开发、调试等工作。
其次，线上课 程 的 使 用 率 受 教 学 内 容 是 否 适 合

线上教学的影 响 较 大，这 使 得 线 上 教 学 的 课 程 类 型

分布严重不均衡。厦门大学目前使用线上教学的课

程类型主要集 中 在 理 论 课 上（９４．２％以 上 的 理 论 课

采用了线上教 学）；实 验 课、术 科 课 等 需 要 课 堂 实 践

的课程，由于受实验室、运动场、琴房等场地限制，使

用线上教学的比例分别为２１．２％和１３．４％；其他教

学环节（含军训、见习、实习、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社

会调查等）使用线上教学的百分比仅为８．２％，这或

许是线上教学的局限性之一。
再次，网速和 平 台 稳 定 性 也 是 影 响 线 上 教 学 效

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学生的评价来看，有６０．４％
的学生 认 为“网 络 速 度 的 流 畅 度”为“好”或“非 常

好”，３６．５％的学生认为“一般”；５７．６％的学生 认 为

“平台运行的稳定度”为“好”或“非 常 好”，３８．６％的

学生认为“一般”。学生对线上教学平台总体评价呈

中等水平，这可 能 与 一 部 分 学 生 学 习 时 存 在 网 络 掉

线、网络延迟、流 量 费 用 昂 贵 等 情 况 有 关。此 外，受

疫情影响，学校未统一分发课本，学生上课没有纸质

书本，只能根据教师的课件或者电子资料上课，课程

资料的选择 变 得 零 碎 化。如 何 让 线 上 课 程 向 整 体

化、统一化的方向完善，增强其便捷度和使用 效 率，
是线上教学平台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线上教学中师生、生生之间互动不足

无论是线上 教 学 还 是 线 下 教 学，课 堂 上 的 师 生

互动都是教学 过 程 中 极 其 重 要 的 一 个 环 节，也 是 检

查教师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观测点。线上课堂通过

网络将处于不 同 空 间 的 师 生 联 系 在 一 起，突 破 地 域

条件的限 制，这 是 其 相 较 于 线 下 教 学 的 重 要 优 势。
尽管有５９．８％的学生对目前线上教学“与老师课内

外的交流互动”效果的评价是“好”或“非常好”，甚至

曾经一些羞于与教师交流的同学通过线上方式与教

师增进了交流，但在对线上教学缺点的描述中，仍有

５９．３％的学生赞 成 或 非 常 赞 成“教 师 无 法 即 时 了 解

学生的学习状态”，有５７．４％的学生赞成或非常赞成

“教师无法及时了解学生知识掌握情况”，有４３．５％
的学生赞成或非 常 赞 成“教 师 无 法 第 一 时 间 反 馈 学

生关注的问题”。这表明线上教学的不足非常明显，
突出表现为教 学 临 场 感 的 缺 失，使 教 师 无 法 直 接 得

到学生的反 馈。也 就 是 说，师 生 无 法 像 在 线 下 教 学

场域里那样进 行 即 时 沟 通 与 交 流，增 加 了 教 师 掌 控

学生学习动 态 与 课 堂 参 与 的 难 度。另 一 方 面，课 堂

上传统的提问、作答出现了很多不确定性，进而造成

教师讲课节奏 把 握 不 准，调 动 学 生 积 极 性 变 得 难 上

加难，于是就容易产生学生精力分散，听课效率不高

等问题。在学 生 之 间，以 往 的 课 上 小 组 讨 论 缺 乏 实

现条件，学生独自面对屏幕，缺乏学习、探索、研究的

激励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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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符合线上教学要求的学业评价体系缺失

尽管学校一 开 始 就 组 织 各 院 系 领 导、教 学 委 员

会、辅导员、教学秘书等进入课程群在线听课，加 强

教学过程的监督，但 说 到 底 还 是 一 种 将“线 下”搬 到

“线上”的做法，是 一 种 临 时 的“应 急”措 施。由 于 符

合线上教学要 求 的 考 核 体 系 缺 失，且 教 师 使 用 的 授

课平台不同、标准不同，使得教学管理者难以有效监

管学习者和教 学 者 的 行 为，这 就 对 学 生 与 教 师 的 综

合考评体系 提 出 了 挑 战。特 殊 时 期，学 生 学 业 评 价

延续了传统教 学 的 评 价 模 式，在 评 价 过 程 中 出 现 了

更加便捷的出勤考察和课后作业提交形式。但实际

上，学生出勤率仍然难以约束，学生实际学习进度差

异可能比传统课堂更大。［４］在课堂纪律方面，学生可

以通过文字相 互 交 流，发 送 的 消 息 不 能 进 行 有 效 的

监管。部分学生过分依赖回放，导致课上不听讲，课

程学习不及时，进而影响学习效果。
在问卷调查的主观题部分，学生普遍反映，线上

教学的课后作业负担远大于线下教学。相比之前的

线下教学，线上 教 学 在 课 后 的 作 业 布 置 上 显 得 更 为

严格，几乎每一堂课都留有课后作业，这在以往的课

堂上是比较少见的。教师的这一做法显然是为了增

强学生上课的 认 真 程 度，确 保 学 生 课 余 时 间 的 学 习

投入，并据此对学生进行学业评价。具体来说，学生

作业量的增加，一 是 因 为 在 线 课 堂 缺 乏 有 效 的 实 时

互动，教师为了了解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将作业作为

检测学生学习 效 果 的 重 要 手 段；二 是 因 为 之 前 线 下

的作业多以小 组 作 业 或 长 时 间 完 成 的 作 业 为 主，现

在几乎变 为 每 个 学 生 独 立 完 成 或 一 周 内 完 成 的 作

业；三是因为学生在家中时间充裕，便布置更多的作

业以填充学 生 的 课 余 时 间。但 是，由 于 学 生 在 家 中

还有其他事务，并不是完全的“无事可做”，也并不能

像在学校那样可以做到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 线，
这就导致了学生因 线 上 教 学 和 线 下 生 活 两 方 面“较

劲”而感到疲 惫 不 堪、分 身 乏 术，因 此 在 线 上 教 学 的

学业评价的数量和方式上还有值得改善的地方。
（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自律性有待加强

大学生都是１８岁以上的青年人，一般来说都具

有能够长时 段 集 中 精 力 学 习 的 自 制 力。但 是，家 庭

和学校是两个不同维度的空间，长期以来，在人们的

认知中，“家”是 让 人 感 到 安 逸 而 舒 适 的 特 定 空 间，
“学校”相对 来 说 更 讲 规 则，是 知 识 交 流 的 空 间。在

安逸的空间内 将 自 己 置 身 于 一 个 规 则 明 晰、知 识 输

出与知识获取 的 场 景 之 下，需 要 教 师 和 学 生 双 方 凭

借自制力来 克 服 心 理 舒 适 区，做 到 高 度 自 律。在 线

上学习存在的最主要问题中，分别有４５．６％、４３．９％
的学生赞成或非 常 赞 成“学 生 未 养 成 线 上 学 习 的 良

好习惯（如按时上课，学习自律能力等）”、“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弱”；在 线 上 学 习 对 学 生 最 大 的 挑 战 中，分

别有７７．２％、７６％的学生赞成或非常赞成“需要更强

自律性，养成良好 的 线 上 学 习 行 为 和 习 惯”和“对 自

主学习能力提出更 高 要 求”。调 查 数 据 显 示 的 这 个

结果是应对疫 情 开 展 线 上 教 学 前 所 未 曾 预 料 到 的，
由此表明 线 上 学 习 与 线 下 学 习 所 处 环 境 条 件 的 不

同。这也提醒我们：学生从寒假开始到新学期开始，
一直处于无拘 无 束 的 家 庭 环 境 中，要 将 自 己 从 中 抽

离进而营造节 奏 紧 凑 的 学 习 氛 围，是 需 要 其 有 更 强

的意志力的。由 此 可 见，之 前 线 上 学 习 的 习 惯 尚 未

养成，自主学习能力没有得到有意识的培养，学生在

家上课可能遇到的问题是不容小觑的。
（五）留学生群体的在线教学有现实困难

留学生群体 是 一 流 大 学 的 一 道 风 景 线，留 学 生

占比是体 现“双 一 流”高 校 办 学 实 力 的 重 要 指 标 之

一。为了解留 学 生 群 体 的 在 线 教 学 情 况，笔 者 电 话

访谈了厦大接受留学生数最多的海外教育学院的分

管院领导。据他介绍，疫情期间，身居海外的留学生

的线上教学 主 要 受 到 时 差 和 学 生 网 络 条 件／状 况 的

影响。一是，留学生分布世界不同国家，与中国时差

小的国家学生 较 为 方 便 按 统 一 时 间 参 与 学 习，而 时

差大的国家 学 生 则 不 够 方 便。二 是，不 同 国 家 的 网

络条件／状况不 尽 相 同，尽 管 中 国 国 内 的 网 络 稳 定，
但其实现端存在一定问题，所以教学中（特别是互动

交流）常出现 卡 顿 滞 后、语 音 不 清 等 问 题，这 样 不 仅

影响到教学平台应有功能 的 发 挥（只 能 以“评 论 区”
打字交流为主，“举 手 连 麦”等 难 以 发 挥 其 效 能），而

且容易出现拖堂，不能按时完成教学进度。三是，针

对留学生 的 教 学，语 言 课 是 主 体 部 分，而 语 言 技 能

（特别是听、说）需要交互实操掌握，这是线上教学难

以代替线下 实 际 课 堂 的 地 方。总 之，教 学 组 织 及 教

学的稳定性和画面音质的清晰流畅度会不同程度受

到影响，教学效果和管理存在着一定困难。
三、基于线上教学问题的思考

（一）加快构建稳定而高效的统一线上教学平台

疫情发生之 前，使 用 过 线 上 教 学 的 学 生 占 比 为

３４．８％，在疫情期间这一比例则达到了９９％，由此可

见，线上教育实际上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满足

师生对线上课程平台需求的巨大增长。而这一增长

·６２·



将引发线上教 学 设 施 和 教 学 方 式 的 巨 大 变 革，需 要

加快推进在线课程平台的建设。尽管近二十年来我

国不断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线上课程种类（国家级

精品课程、慕课 课 程 等）已 经 非 常 丰 富，师 生 可 以 自

行选择进行正 常 教 学 之 外 知 识 点 的 完 善 与 扩 充，但

课程形式主要表现为“录课”，对“直 播”的 授 课 方 式

接触较少，如今 直 播 形 式 变 成 了 线 上 教 学 中 最 主 要

的授课方式。因此，高校应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发挥

自身优势，与相关企业联合研发，建立并不断完善统

一的教学平台，特别是加快直播功能的完善与建设。
课程平台建 设 应 树 立“以 学 习 者 为 中 心”理 念，

体现符合在线教学 需 求 的“一 体 化”构 建 原 则，要 构

建科学有效 的 质 量 监 控 机 制，杜 绝 形 式 主 义。高 校

应发挥平 台 大 数 据 在 质 量 监 控 与 评 价 中 的 积 极 作

用，针对线上教学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考评制 度，
并纳入学生和 教 师 的 考 核 体 系 中 去，提 升 平 台 在 过

程保障和评价分析等方面的应用水平和辅助决策能

力，提高平台的智慧性与人性化程度。同时，由于网

络的公开性和 记 忆 性，一 些 不 适 宜 在 线 讲 授 的 课 程

受到了较大的 影 响，平 台 在 安 全 监 控 方 面 应 加 以 完

善。通过平台功 能 的 迭 代 升 级，为 教、学、管 理 提 供

更精准、细致的服务。
在线课程平 台 的 建 设 应 具 备 长 远 眼 光，其 便 利

性与无限性对 于 高 校 人 才 培 养 可 以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从问卷调查情 况 来 看，学 生 认 为 未 来 的 线 上 教 学 平

台应从多方面 考 虑，特 别 是 平 台 的 稳 定 性 和 功 能 的

高效性。此次 线 上 平 台 的 建 设 与 完 善，将 形 成 更 加

高效、科学的教学辅助工具，在疫情结束之后，该 平

台仍然可以为教师和学生的教学与学习提供线上的

资料 分 发、课 程 签 到、秩 序 监 控、课 程 评 价、作 业 提

交、师生沟通 反 馈 以 及 成 绩 评 定 等 帮 助。要 提 高 学

校资源的获得 率 和 使 用 率，为 学 生 尤 其 是 毕 业 班 的

学生查找相关资料提供方便。
（二）加强线上课程规划与教学设计

大学课程通常主要是指高校一个系或一个专业

的教学计划 中 的 各 教 学 科 目 及 其 系 统 或 结 构。［５］课

程作为教育领 域 中 一 个 动 态 发 展 的 事 物，其 内 涵 一

直在不断深 化 和 丰 富。具 体 来 说，课 程 包 括 课 程 目

标、课程设计、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多个

环节。学校应 统 筹 规 划，合 理 安 排 线 上 课 程 的 数 量

与时长，使之更加规范化。通过相关技术的支持，科

学安排课 程 数 量、课 程 安 排 以 及 授 课 时 长，改 善 艺

术、体育类课 程 的 学 习 方 式。对 于 专 业 和 课 程 种 类

繁多的高校来说，统一授课较难实现，但可以通过平

台建设统一安 排 上 课 时 长，并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增 加 或

减少授课内容，重 心 应 落 在 教 会 学 生 如 何 利 用 网 络

资源自主学习上，减少大学线上课堂的随意性。［６］

在维果茨基、皮亚杰、布鲁纳等人的经典建构主

义学习理论的 基 础 上，我 国 学 者 王 竹 立 提 出 了 网 络

时代的新建构 主 义 学 习 理 论，这 一 理 论 不 仅 强 调 真

实情境对学习 的 重 要 性，强 调 合 作 与 交 流 在 学 习 中

的关键作用，还强调意义建构包含在知识创新在内，
将学习、应用、创新三个阶段合为一体，为混合 式 学

习提供了新 的 理 论 依 据。［７］线 上 教 学 应 以 学 生 为 中

心、以问题解决为中心，因此，教学设计应多融 入 问

题解决、实践探索类的教学活动，突出教育个 性 化、
学生个性发展，强调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让学

习者可以通过 自 主 学 习 丰 富 自 身 知 识 体 系 的 建 构。
教师应秉持“引导”的教学理念并贯穿于学习活动过

程的始终：应在了解学生已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教

会学生如何对线上资源进行搜索、选择、思考、交 流

与写作。［８］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应吸收科学研究的

最新成果，通过教师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选择一些

能够让学生产 生 浓 厚 兴 趣 的 问 题，引 导 学 生 主 动 地

探索未知。在 课 程 作 业 的 布 置 上，应 倾 向 探 索 性 的

目标任务，作业 应 对 学 生 学 习 知 识 和 能 力 建 构 有 引

导作用，不应挤压学生的正常生活。
传统教学中，学 生 的 学 业 评 价 一 般 由 形 成 性 评

价和终结性评 价 组 成，其 中 形 成 性 评 价 指 的 是 学 习

过程中的评价，一般由单元测试、平时作业构 成；终

结性评价主要 由 期 末 考 试 或 期 末 论 文 构 成，这 些 对

于检测学生学习效果和调节教师教学活动有重要意

义。线上教学反映出的学业评价的问题正在提醒我

们，学生形成性 评 价 的 完 整 性 和 真 实 性 应 得 到 充 分

的重视。在对 学 生 的 综 合 考 评 上，学 生 每 一 次 的 出

勤、课堂互动、讨论发言以及作业完成情况都应纳入

学生的综合评 价 得 分，落 实 到 每 一 位 学 生 的 真 实 表

现上。同时，不能拘泥于学生的在线签到、学习时长

和学习成绩，更应通过线上教学的信息化优势，追踪

学生在整个学 习 过 程 中 的 进 展 和 成 效，并 制 订 更 具

个性化的评 价 指 标。正 是 由 于 日 常 教 学 的 稳 定 性，
很多在学校中 值 得 注 意 的 机 制 被 视 作 了 常 态，而 真

正严格的课程与教学应然模样被教师和教学管理者

忽视了。恢复 正 常 的 教 学 后，学 校 应 以 加 强 学 生 学

习过程管理为 抓 手，形 成 更 加 科 学 的 课 程 考 核 与 评

定方式，特别是对日常学习的检测。［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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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大学教师信息化素养的不断提升

信息化教学的有效推行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学
校信息化条件和教师信息化素养，其中教师因素占据

主导作用。［１０］毋庸讳言，很 长 一 段 时 间 以 来，在 高 校

“重科研、轻教学”的背景下，教师学习和线上教学模

式往往是教师自觉选择的结果；教师培训课程中针对

信息化素养的提高相对不足，教师集中学习信息化教

育技术的机会和平台较少；部分年长的教师由于惯性

使然，接受现代信息技术和工具的速度较慢，或选择

年轻教师或助教进行简单的操作性工作等，［１１］造成了

大部分教师使用信息化教学工具处于一种被动状态

的现象，教师整体信息化素养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当今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线上教学的顺利

实施，与教师专业能力紧密相连，教师专业发展必须

与课程发展齐 头 并 进，教 师 应 具 备 基 本 的 信 息 化 素

养，这是新时 代 对 教 师 专 业 发 展 提 出 的 新 要 求。大

学教师的信息化素养，应包括具备信息化教学意识、
具有信息化教学能力和掌握信息化教学技术等。针

对这几方面，学 校 相 关 部 门 应 首 先 对 教 师 开 展 信 息

化培训，改善教师对于信息化教学的理解和认识，让

教师充分了解 信 息 化 教 学 的 便 捷 性 和 有 效 性，突 破

传统教学的思维定势；其次，应提供教师信息化教学

技术的分享机会和平台，加强教师团队建设，避免教

师单枪匹马研 究 课 程 平 台 的 操 作 技 术，帮 助 不 熟 悉

线上教学的教 师 掌 握 基 本 线 上 教 学 技 术，提 升 教 师

群体信息化水平；再次，特殊时期，应发扬团队精神，
帮助每位 教 师 顺 利 授 课，并 分 享 授 课 方 法、典 型 经

验，切实推进教学改革，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兴趣，做

到与线下教学“等质同效”。
（四）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教师、教育影响或教育中介（包括教学手段）、学

生是教育过程 的 基 本 要 素，三 者 在 一 定 的 场 域 中 相

互作用以完成教育过程。从现实或经验来看，教师、
教育中介（包括教学手段）、学生是相互影响的，但对

教育起决定性 作 用 的 主 要 还 是 学 生，毕 竟 内 因 是 决

定性的。从这 个 意 义 上 讲，无 论 是 线 下 教 学 还 是 线

上教学，其关键点都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上。
自主学习能力是指学生在进行学习相关活动过

程中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了解、认识、分析和接 受

新事物 的 能 力，通 常 以 自 我 学 习 和 接 受 新 知 识 为

主。［１２］在线教学 为 学 生 的 学 习 提 供 了 便 利，但 这 一

教学形式对学生学习自主性、自律性要求更高，而学

生独立的、自主 的 学 习 能 力 差 异 直 接 导 致 了 学 习 效

果的差异，并 通 过 线 上 教 学 得 到 了 放 大。这 次 大 规

模的线上教学 实 践，使 得 高 校 人 才 培 养 中 对 学 生 自

主学习能力的 培 养 需 求 格 外 显 著，自 主 学 习 能 力 再

一次走进人们 的 视 野，并 让 一 部 分 学 生 意 识 到 了 自

己的学习自 主 性 不 足 的 问 题。事 实 上，传 统 教 学 中

大学生学习自 主 性 同 样 至 关 重 要，但 高 校 似 乎 将 学

习自主性的培养 默 认 为 学 生“自 我 成 长”，缺 乏 切 中

时弊的调查、培养与措施，导致这一被默认的关键性

行为，受到了忽视，没有得到相应的改进。
高校教育，不仅关乎知识的传授，更要培养学生

的“慎独”精神。创 新 型 人 才 的 培 养 不 是 逼 出 来 的，
不是被动学出来的，而是以主动获取知识、发现知识

的能力为前提的。高校必须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的培

养，这也是回答“钱 学 森 之 问”的 应 有 之 义。作 为 成

年人的大学生 受 到 外 界 对 于 学 业 要 求 的 压 力 较 小，
探索知识、不断 学 习 的 意 愿 主 要 源 于 自 身 对 自 己 的

要求。大学生 应 该 意 识 到 当 今 社 会 对 高 水 平、高 质

量人才的巨大需求，意识到只有不断学习、自我提高

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１３］学校应开设相关课程进行

自主学习的指 导，帮 助 学 生 进 行 人 生 方 向 和 学 习 规

划，制订学 习 目 标，传 授 和 分 享 自 主 学 习 的 方 式 方

法，加强学生自主学习监控和自我激励，有意识地提

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五）重视和保障留学生群体的在线学习

留学生群体是一流大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其一道 靓 丽 风 景，留 学 生 占 比 更 是 体 现“双

一流”高校办学实 力 的 重 要 指 标 之 一。因 此，“双 一

流”高校无不把留学生（特 别 是 学 历 留 学 生）教 育 纳

入重要办学内 容。近 年 来，随 着“留 学 中 国”计 划 的

实施，“一带一路”教 育 服 务 计 划 的 推 进，以 及“孔 子

新汉学计划”等重要措施的出台，搞好留学生教育已

经实实在在地摆在了这类大学的面前。
留学生教育的核心在于对认同留学目的国的国

际学生的培养，故 置 身 于 留 学 目 的 国 是 保 证 培 养 质

量的关键一 环，也 是 无 可 替 代 的 一 环。从 这 一 意 义

上讲，对于留学生教育而言，线上教学是难以取代线

下教学的。但 突 如 其 来 的 全 球 疫 情，在 无 法 置 身 留

学目的国的情 况 下，对 教 育 目 的 的 实 现 就 需 要 想 方

设法加以解决。其中无论是学历留学生还是非学历

留学生，首先需 要 解 决 的 就 是 留 学 目 的 国 的 语 言 问

题。而语言技 能 的 学 习 和 掌 握 需 要 环 境 和 实 操，如

何在线上实现 这 一 需 求 和 任 务，是 具 有 挑 战 性 的 问

题，也是需要教师、技术人员乃至整个网络平台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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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和突破的大问题。
除了语言问 题，专 业 知 识、国 情 了 解、文 化 认 同

等留学生 培 养 内 容，也 需 要 统 筹 加 以 设 计 和 实 现。
令人欣喜的是，迅猛发展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为我

们打开了一片广阔天地，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等 教

学新业态、新方式只有被充分且灵活地加以运用，优

质教育资源、个性化学习需求等才能在开放、共享中

各展异彩，收获实效。
因此，重视和保障留学生群体的在线学习，教育

意义重大，涉及内容繁多，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并切实

加以解决，而这 也 正 是 呼 应 并 做 好 这 个 提 前 到 来 的

全球化学习时代的使命所在。
四、结语

学校教育仍是未来教育的主流形态。尽管这个

问题不是此次线上教学调查的内容，但却绕不开“学

校教育存废”这个敏感问题。因此，疫情期间线上教

学调查也从一个侧面启发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

思考。
围绕学校教育存废的争议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

纪。早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教育家舒里金等

人首次提出了“学 校 消 亡 论”，认 为 应 根 据 学 生 的 兴

趣展开教育活动，用 一 般 社 会 化 机 构 如“劳 动 公 社”
和自发性的“社会形式”来取代学校和学校教育；［１４］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一些西方教育学者再一次提出“学

校消亡论”（Ｄｅ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认为学校教育是意识形态

的产物，它会束缚人性而不利于学习，或者认为学校

的职能不外乎社会筛选和灌输价值观。［１５］［１６］这些观

点或理论虽然在上个世纪的不同时期均已受到了批

判，但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巨大发展，教学资源与课程

平台种类繁多，确实让学生如今足不出户就能学习，
因此从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开 始，新 的“学 校 消 亡 论”又

卷土重来，不断有人质疑“教育是否还需要教师”“学

校是否会 消 亡”等 问 题。［１７］虽 然 线 上 教 育 有 线 下 教

育所不可比拟 的 优 势，但 传 统 学 校 作 为 进 行 文 化 传

承、对新一代进行社会化的专门场所与组织，其教育

的不可替代性通过此次大规模的线上教学也得到了

充分肯定———传统学校教育有着线上所不可替代的

育人作用。据调查结果显示，有２７．２％的学生赞成

或非常 赞 成 线 上 学 习 比 传 统 线 下 学 习 效 果 好，有

２９％的学生不太或不赞成，４２．５％的学生认为一般，
总体来看，学生 认 为 线 下 学 习 效 果 还 是 略 好 于 线 上

学习。由此可见，线上教育无法完全代替线下教育，
学校既没有理由消亡，也不可能消亡。

传统学校中，师生间的沟通不仅是知识的传递，
更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交流，这些都是抽象 的 网

络以及冰冷的 屏 幕 所 不 可 代 替 的，需 要 师 生 面 对 面

的交流与合 作。但 是，线 上 学 习 由 于 缺 少 严 格 的 规

章制度以及朝夕相处、有着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同学，
学生只有 知 识 性 的 输 入，对 其 全 面 发 展 是 不 利 的。
大学为了实现高素质、高水平人才培养的目标，需要

教师和学生的 交 互 合 作 与 深 度 研 讨，需 要 教 师 和 学

生思维、观点的交流与碰撞。但是面对时而卡顿、时

而延迟、“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线上教学平台，教师

不能从学生的表情、语言、肢体动作掌握课堂 信 息，
就很有可 能 造 成 问 答 不 顺 畅、交 流 受 阻 碍 的 问 题。
久而久之，教师课上提问减少、文字化的作业 增 多，
线上课堂演变成 教 师 的“一 言 堂”，不 利 于 研 究 型 大

学的创新型、研究型人才培养。对于学生来说，线下

教学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学校和教师对自己的关

心和照顾，能力和成就更能够得到他人的肯定，解决

问题能力和自 觉 性 能 够 得 到 有 效 的 提 高，从 而 达 到

自我实现的 目 标。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讲，恰 恰 说 明 了 线

下教学的不可缺失性。
当今世界，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方兴未艾，

教育技术正在深刻改变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和教学

模式。无论教 育 观 念 怎 么 改 变，也 无 论 是 线 上 教 学

还是线下教学，满 足 学 生 个 性 发 展 需 求 是 高 校 始 终

必须坚持的 改 革 方 向。这 次 大 规 模 在 线 教 育 实 践，
意味着我国可能正在经历一个全球最大的信息化基

础设施升级改造工程和一个师生信息素养提升培训

工程，一次全球 最 大 的 信 息 化 教 学 社 会 实 验 和 一 次

开放教育资源 运 动，对 运 用 信 息 化 手 段 推 进 教 育 教

学方式改革具 有 革 命 性 意 义，最 重 要 的 是 极 大 地 促

进了教育观 念 的 改 变。［１８］教 育 观 念 的 改 变，将 使 高

等教育反思已 习 以 为 常 的 教 学 惯 性，并 有 力 推 动 教

育技术的发展。［１９］调 研 中 发 现，有５９．２％的 学 生 接

受或非常接受“线 上＋线 下”的 混 合 式 教 学，２３．２％
的学生表示一般，１６．８％的学生表示不太接受 或 不

接受。部分学 生 表 示 线 上 教 学 方 式 非 常 好，甚 至 认

为开学之后还可以进行相关的线上教育。展望未来

教育，线下教学与线上教学的彼此融合、取长补短将

不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是会得到提速发展，在让

学生脚踏实地学习的同时，又可以遨游“云端”，享受

“云”教学所带来 的 便 利。对 于 厦 大 本 身 而 言，不 同

校区可以充分 利 用 网 上 教 学 的 方 式，进 行 资 源 的 有

机整合，但要切 忌 原 封 不 动 地 照 搬 线 下 教 学 改 革 模

·９２·



式，任何方法的借鉴与使用都要立足于实际。总之，
对这一“史无前例”“世无 前 例”，甚 至 今 后 也 不 多 见

的大规模在线 教 育 实 践 进 行 系 统 全 面 的 总 结 反 思，
进而改进教育信息化工作，改变教育模式，将是这次

大规模在线教育最大的价值体现。［２０］

〔注　　释〕

①如无特别说明，本文采用数据均来自对厦门大学的调查。

〔参考文献〕

［１］［２］厦门大学新闻网．厦门大学２０２０年春季学习“在线”如期开

课［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２－１７）［２０２０－０３－２３］．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ｘｍｕ．

ｅｄｕ．ｃｎ／２０２０／０２１７／ｃ１５５０ａ３９４３５５／ｐａｇｅｍ．ｈｔｍ．
［３］厦门大学教务处．关于继 续 做 好 疫 情 防 控 期 间 本 科 教 学 工 作 的

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３－１７）［２０２０－０３－２３］．ｈｔｔｐｓ：∥ｊｗｃ．ｘｍｕ．

ｅｄｕ．ｃｎ／２０２０／０３１７／ｃ１９２１１ａ３９７０８７／ｐａｇｅ．ｈｔｍ．
［４］［６］谭清才．把握好“战疫”中的“空中课堂”教育实验［Ｎ］．团结

报，２０２０－０２－１８（００６）．
［５］潘懋元．高等学校教学原理与方法［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５：１４９．
［７］王竹立．新建构主义：网络时代的学习理论［Ｊ］．远程教育杂 志，

２０１１，２９（２）：１１－１８．
［８］郑云翔．新建构主义视角下大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教学模式探究

［Ｊ］．远程教育杂志，２０１５，３３（４）：４８－５８．
［９］厦门大学教务处．［优秀案 例］化 学 化 工 学 院 线 上 教 学 保 障 机 制

与 举 措［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３－２４）［２０２０－０３－２５］．ｈｔｔｐｓ：∥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ｉｋｈＩＷｎＺｔＱｍｙｔ０ｂＯＧｖＥＳＸＱｇ．
［１０］赵冬冬，朱益明．信息技术引领教学改革及其辨正———兼议“屏

幕改变命运”［Ｊ］．中国电化教育，２０１９（１１）：４１－４８．
［１１］任小媛，王 志 军，王 诗 佳．基 于 ＭＯＯＣｓ的 混 合 式 培 训 模 式 研

究———高校新教师专业发展的新途径［Ｊ］．现代教育技术，２０１６，

２６（８）：７６－８２．
［１２］李云梅，李大为，胡阳．团 队 氛 围、团 队 心 理 安 全 感 对 研 究 生 科

研能力的影响［Ｊ］．高等工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４（６）：１１２－１１７．
［１３］成秀英．远程教育模式下大学生自主学习存在的问题及实现策

略［Ｊ］．教育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８，３８（１８）：４４－４５．
［１４］［１７］刘垚玥．信息时代“学校消亡论”的省思［Ｊ］．教学与管理，

２０１６（３）：５－８．
［１５］郑金洲，吕洪波．“学 校 消 亡 论”评 析［Ｊ］．外 国 教 育 动 态，１９９０

（５）：３８－４２．
［１６］项贤明．作为 建 构 之 前 提 和 基 础 的 批 判———２０世 纪 中 叶 美 国

“学校消亡论”的当 代 思 想 价 值 初 探［Ｊ］．比 较 教 育 研 究，２０１９，

４１（７）：３－１２．
［１８］［２０］刘利民．这次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实验”将推动中小学学

习模式“革命”［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３－１２）［２０２０－０３－２３］．ｈｔｔｐｓ：∥

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Ｉ８ｒＫｓｍｆＲ４ｏ２ｔ７ＶｐｑｑｊＡＯｘＱ．
［１９］邬大光．教育技术演进的回顾 与 思 考———基 于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背

景下高校在线教学的视角［Ｊ］．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２０（４）：１－６．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Ｄｏｕｂｌｅ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Ｃｈｅｎ　Ｗｕｙｕａｎ，　Ｃａｏ　Ｈｏｎｇｌｅ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　Ｆｕｊｉａｎ　３６１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ｓｕｄｄｅｎ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ＣＯＶＩＤ－１９）ｈａｓ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ｉ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ｓｕｓｐｅｎｄ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ｒ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ｄｅｖｅｌ－
ｏｐｉｎｇ　ｉ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Ｔｈｉｓ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ｓ　ａ“ｓｅｒｉｏｕｓ　ｔｅｓｔ”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ｗｏ　ｄｅｃａｄ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ａｋ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ｔｏ　ｓｏｒｔ　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　ｉｎ“Ｄｏｕｂｌｅ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ｏｎｌｉｎ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于翔；责任校对：张文］

·０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