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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年伊始，在党中央统一指挥下，一场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总体战和阻击战在全国

打响。2月 4日，教育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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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意见》），要求高校积极开展线上授课

和线上学习等在线教学活动，实现“停课不停教、停

课不停学”，并确保正常教学秩序和教学进度，保证

线上教学质量与线下教学质量实质等效。《意见》发

布后，各地和各高校迅速行动，一场史无前例的在线

教学活动全面铺开。如何看待这场应急性在线教

学，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对高校推进教学改革有怎样

的启示，这些问题值得研究。

一、化危为机：疫情之下在线教学交出了怎样的

答卷

在政府、高校和社会共同努力下，集中优势力

量，经过短暂的准备，一些高校于 2月中旬率先上线

开课。清华大学更是创造了首月开课即达到 3 923
门，占春季学期课程总数 95.5%的惊人业绩［1］。到 3
月初，全国有近 1 400所高校和 70万教师进行在线教

学，在线开设课程约 120万门次，参加在线课程学习

的学生超过 2亿人次。总体上看，在线教学组织有

序，平台技术运行平稳，资源供给和管理服务到位，

教学效果基本达到预期。师生参与度、满意度双高。

这场大规模的在线教学，成功开辟了高校课堂

教学第二战场，不仅史无前例，更是世界壮举；不单

是普通的线上教学，更是危机防控之下从政府、高校

到社会，从物质、技术到制度，从知识、能力到意志信

念的全面大考。政府、高校和社会经受住了考验，交

出了满意的答卷。

这场大规模的在线教学，也可以说是一次高教

系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学的广泛普及和全员

演练，是对近年来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成果的真实

检阅，是现代教育技术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的生动实

验。必须看到，尽管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突

飞猛进，尽管人们日常生活已时刻离不开信息技术

及其带来的便利，然而，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真正掌

握和并自觉运用信息技术的教师，尚不到总数的

10%［2］，绝大多数人依然习惯地沿袭着传统课堂教学

模式与过程，许多教师对时空隔离的非物理性在线

教育教学知之甚少。因此，这次全面的在线教学，无

疑给教师上了一次现代信息技术实战实训课，不论

过去有无基础，关键时刻经过短暂的技术和方法培

训都开赴前“线”，过去对现代教育技术持怀疑态度

和抵触情绪甚至恐慌心理的现象被有效克服，必将

大大提高师生对现代教育技术的认识，增强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融合与改进传统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进

而实现课程教学深度变革的信心。由此来看，这次

在线教学应对措施意义非凡，需要认真总结。

一次成功的冲浪：应急性在线教学启思

刘振天

摘 要：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而采取的全国性高校在线教学，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壮举，是高等

教育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同时也是高教战线广泛学习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全面普及和全

员演练，是对近年来国家教育信息化建设成果的真实检阅，是现代教育技术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的生动实验。事实证明，这场在线教学取得了重大成果，交出了满意答卷，充分展现了现代信

息技术教育的优势和力量，对疫情后深化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

合，推动课堂教学革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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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不宜将本次在线教学的效果过于夸大，

它毕竟是一次为应对疫情防控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属于应急性临时举措，无论从课程资源、平台技术、

组织管理，还是师生教学过程心理状态，各方面准备

还不充分，存在被动成分，甚至不少课程教学采取了

简单线上搬家的形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信息

技术与教学过程的有机融合。所以，其理念、过程、

实效、经验也是有限的。但不论如何，几乎所有的高

校、教师和学生全员触线，全盘操练，向现代信息技

术教学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意义不同寻常。同

时，此次线上教学，是行政部门、技术部门、高校师生

和社会共同完成的作业，是多方高效务实协作的产

物，为探索不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高等教育积累

了宝贵财富。所有这些都将对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后

的高等教育教学工作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看得见的优势：线上教学呈现哪些新亮点

这次在线教学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资

源，体现了现代信息技术教育的基本要义，具有了信

息技术与传统教学结合的一般特征。因此，与单纯

课堂教学相比，显示了线上教学的优势，给高校教学

带来了一定的新变化。这种优势和变化，已为广大

师生线上教学深切体验。

1.线上教学可以胜任传统教学任务。从这次全

部课程线上教学的实际情况与效果看，在线教学有

其自身优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完成传统课堂所承

担的教学任务。正如有些人指出的，“线上教学，效

果未必会比线下差”［3］，线上教学颠覆了传统教学观

下人们对课程教学的认知。以往人们习惯认为，只

有师生面对面的课堂教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

才能保证教学质量，而机器教学时、空、人分离，缺少

真实交往、缺少感情，教学效果无法保证。现实中的

远程教育、开放教育、网络教育形式，整体上质量和

声誉不尽如人意，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但从

此次线上教学实际看，效果出乎意料，师生评价的认

可度、满意度都较高，达 85%以上。不少高校学生线

上教学的出勤率还高于平时课堂教学出勤率。

此前人们认为，线上教学对课程要求和限制多，

不少课程无法在网上开设，尤其是那些以技能训练

为主的课程，如体育课、理工医科等课；线上教学主

要是传授知识信息，无法做到心理、道德、精神、技能

的教育。事实上，线上教学能很好地完成诸如数学、

物理、化学、机械、建筑、材料等复杂的课程教学任

务。春季学期高校几乎所有课程、所有任课教师全

部在线开课就是很好的证明。当然，这得益于当代

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主的智能教育的迅速发展。

发达的计算机技术、信息传输技术、数字和图像处理

技术以及虚拟仿真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

可以使人们在线上教学如同身临课堂之境，虽仍有

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但随着发展可以得到解决。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线上教学大有前景。

2.在线教学有温度有效度。传统的线下教育或

课堂教学，师生处于一个共同的物理时空，面对面教

学，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教学方式及教学效果等皆

同时在这一时空展开和呈现，教学经验同时分享、教

学困难同时面对和解决。作为活动的主体，教师和

学生的状态彼此真实地敞开，教学双方各自感受到

认知、态度和情绪的变化。然而，在线教学条件下，

时间和空间发生了异动，人们不再处于相同时空，班

级集体形式也不复存在，在线教学成为个体独立地

面对屏幕、电脑等机器进行操作，虽然也有教师传

授、引导、组织、监督和评价，但首要的是靠学生自身

学习的自主性、积极性来维持。教学少了人际和集

体活动的生活气息。因此，在传统教学看来，机器教

学、线上教学、在线学习是冰冷的、无生气、无温度、

无情感的，甚至是非人性的。这是传统教育反对机

器教育和人工智能教育的根本原由。在传统教学看

来，所谓智能教育，其所“能”，仅仅在“智”的层面，无

法真正深入触及学生丰富的内心世界。因此，在线

教育或智能教育至多不过是传统课堂教学的补充

物，无法取代传统课堂教学。

不过，此次大面积在线教学，从各校调查以及各

种技术平台统计出来的数据看，在线教学的作用和

成效超出了人们一贯的认知。学生普遍接受线上教

学，基本达到了与线下教学同等效果。出现这种情

况的原因可能较复杂，既有学生对恢复课程教学的

期待，对线上教学的新奇等心理因素，也有在线教学

自身的优势。就线上教学自身来说，最显著的优势

就是为师生参与互动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心理支持，

线上教学中，师生互动频率和踊跃程度超过了传统

课堂教学。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线

上教学技术普遍设置了问答程序和步骤。如果不经

过和解决此步骤问题就无法继续下一步骤的学习，

这正是信息技术和程序教学的先进之处。另一方面

充分利用了人的思维心理规律。传统教学面对面互

动，主要靠口头语言，由于受现场环境限制，学生一

般都是应激反应，短时间内组织好语言表达，做到逻

辑清晰有条理并不容易。加之当面在众人面前表达

造成心理压力，这就常使课堂教学互动时出现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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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冷场的现象。但线上教学互动主要是通过文字传

输来表达，借助书面语言，学生便有较充分的时间加

以组织，又没有现场听众压力，无疑有助于激发学生

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早已改变了传统

远程教学形态。不只是教师单向传授讲解，学生旁

观旁听。借助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师生之间、生生

之间随时随地在屏幕上可视可见，实现双方、多方实

时交流，此外还可以进行演示、虚拟仿真实验等，有

助于对教学材料的深入理解。教师教学方式也灵活

多样，如网上会议室、录音、录播、直播、慕课、微课、

微信、手机APP等。虽然是虚拟场景，却如同真实课

堂一样，让人确实看到了技术进步的强大威力。线

上教学中，学生学习状况、提出和回答问题数量和质

量，都能通过后台大数据及时反馈，教师可及时调整

教学内容、教学进度和教学方法，有针对性地予以指

导。这说明，在线教学借助技术优势，远远超过了线

下教学过程中单个教师对问题的处理能力。可见，

线上教学能够了解、掌握和顾及更多学生学情，有利

于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学习。

3.跨时空与多资源使“学生中心”成为可能。传

统的课堂教学，教学关系比较固定和简单，突出教师

主导。教学方法和课程教学组织形式是围绕着教师

中心进行的。教科书、教材、教具、教室等时空结构，

也都是从有利教的一方来安排的。课堂教学的资源

及其渠道，主要是教材和教师讲授，相对而言比较

少、窄和单一。而在线教学不仅形式多样，信息资源

渠道也开放、多元甚至无限，只要需要随时都可以获

取。这给教师和学生提供了自由选择的广阔空间。

在线教学体现了学生中心的理念。

就教学形式看，师生可选择的自由度更大。从

在线教学情况看，大规模开放的慕课、小规模定制化

课程、校内在线课程、直播录播等多种教学形式和资

源都被广泛使用。学生除了观看视频、听录音、阅读

材料（PPT、文字）外，更多的是参与在线互动、弹幕提

问和解答、会议平台讨论、作业互相点评等。在线教

学同时融合了多种平台和多种媒体的优势，使学生

获得感明显增强。

当前，学生中心、成果导向和持续改进已经成为

新教学理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不同的教

学情境下，这三大教学理念体现的程度是不同的。

传统课堂教学，受到教师、学生、教材、教室、评价等

因素影响，使课堂教学过程及其组织长期以来呈现

出单边的教师中心、书本中心和讲授中心倾向，双边

教学互动的难度增大。尽管人们一直呼吁对课堂教

学进行改革，要求废止注入式，提倡启发式，大力推

进课堂教学革命，但实事求是地说，效果不明显。这

反过来也促使人们思考，在传统的课堂时空内，推进

教学改革，实现以学生为中心，可能有其结构上的先

天不足。或者说，传统的课堂教学在某种意义上就

是为教师教、学生学而设定的。如果没有其他更有

效的技术手段介入，改革课堂教学可能永远是个死

结。但是，当这种传统的课堂结构遇到信息技术转

移到线上和网络之后，就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跨时

空情境下，实际上教学双方的教与学活动都变得自

由和解放了，他们可以借助在线和网络随时随地随

意地学习，选择所需要的学习内容、自我控制学习难

度和进程，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能够重新组织教学内

容。极度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打破了传统线下教

学知识来源的有限性和线性传播方式，教学变成非

线性的、可根据学习者需要随意组合的活动。本来，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智能教育，其理论基础就是建

构主义的［4］。所谓建构，就是对传统教学固定、给定

的教学秩序或知识结构的一种颠覆。所以线上教学

的学生中心、主体选择、学习自由等，一点都不新奇。

当然，这只是从线上教学理想形态或应然形态立论

的。就本次疫情下的线上教学，由于应急上线，我们

不能指望它具有智能教育的全部优点，但它无疑在

超越传统教学的道路上已经向前跨出关键一步。

三、反思与应对：疫情后常规教学对在线教学的

合理借鉴

经历了此次疫情下的全面在线学习，实际上是

经历了一次空前大规模在线教学实验，这为新时代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绝佳的、难得的历史性机

遇。线上教学所取得的成果及其经验，值得全面认

真总结和吸收借鉴。

1. 确立超前识变意识，主动提升应变和求变能

力。通过此次在线教学，人们已真刀真枪地亲历了

一次信息网络冲浪。当今社会和教育的信息化、智

能化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生活之中，对我们的

生活、教育和学习无时无刻不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

影响。对此，我们要认识到，当代世界正在经历着一

次以信息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为核心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不仅对

人类的生产生活、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而

且不断催生和孵化出新知识、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机

制。这将深刻地重塑教育结构形态，也将使人们重

新思考教育教学过程的本质与规律。世界各国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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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教育、智能+教育”展开新一轮高等教育改

革和发展，激烈地争夺着这一制高点和话语权。如

果我们对此置之不理，甚至稍有疏忽，就会造成无法

弥补的损失。而我们一旦抓住了机遇，超前识变和

研究，主动应变和求变，就会趁势借力，促进高等教

育新发展新飞跃，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

差距，进而取得相对竞争优势，在新一轮科技进步和

高等教育变革中成为领先者。政府、高校和全社会

必须增强智能教育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快智能教育

步伐，加大智能教育建设力度。

提高应变求变能力，关键是主动接受以信息技

术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理念，提高

驾驭和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与水平。这次疫情下在

线教学无疑是最有益的全民大练兵。事实证明，接

受新知识新技术不仅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疫情

之后应该巩固在线教学成果，持续深化现代信息技

术教育，以此改造传统常规课程教学，切实促进教学

改革和提高质量。

2. 以在线教学为起点，实现现代信息技术与课

程教学的深度融合。相对于传统课堂教学，在线学

习有其优势，也有其特点和规律，对此，应该加以专

门和深入研究。要组织动员多学科力量协同创新，

开辟和发展在线教育学、互联网教育学、人工智能教

育学等新学科新领域，系统研究智能教育的本质、过

程、学习和认知规律、知识和课程规律、教育原则、教

学方法、教学手段等，培养专门领域的人才，全面服

务于智能时代教育发展。尤其是研究人工智能教育

与传统教育的有机结合和深度融合问题，超前布局，

打好理论研究及其建设的基础。

利用线上教学和人工智能改革传统教学，不意

味着传统教学已经过时，相反，传统教学依然是根

本、是主流。因为教育之所以是教育，归根到底在于

人人关系，而非人机关系。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

必要，可能早就被无边界教育、开环大学、远程教育、

网络教育取代了。近些年来，我国大力发展远程教

育、在线教育、网络教育，发展成人教育、大学后教

育、终身教育，通过二三十年的建设，已经形成独立

的教育体系和形态，成为高等教育重要部分和力量。

然而，无论在人们印象里，还是现实中，远程教育、在

线教育都还没有取得与传统正规高等教育平起平坐

的地位，甚至远程和继续教育长期以来成为低质量

的代名词。这说明远程教育、在线教育并不是万能

的，作为新生事物，它本身还有待发展和不断完善。

新的信息技术教育和智能教育，已经生发出许多新

的教育理念、新的教育模式、新的教育技术和方法。

这些将对传统教育教学产生革命性影响，必须引起

高度重视，并积极引入实体校园和课堂生活，促进实

体教学改革。

要寻求实体课堂教学与在线教学、智能教育有

机结合点。既不是固守传统教学拒斥智能教育，也

不是完全用在线教学代替实体教学。单纯的在线教

育和在线学习、单纯的实体课堂教学这两种独立形

式都存在，但各自也都有很多弊端。因此，重在有机

结合，各取优点，而不是机械拼凑。目前，在高校教

学中发展起来的线上学习、线下互动的混合教学模

式，普遍被看作是有前景的新模式，应该集中研究和

推广。这种模式保留了课堂教学主要形态和功能，

同时依托在线教育资源和方式灵活的特点，打破传

统课堂教学模式的局限，通过线上线下混合、课内课

外互动，形成线下导学、线上自学、直播促学、全程评

学的教学新模式，有效拓展教学时空，增强教学的吸

引力与互动性。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目的，一是解决教学的广度

和深度问题。广度上，借助线上资源的丰富性，拓展

教学宽度，扩大课堂教学的容量；深度上，线上资源

的丰富性，使得知识获得相对容易，因此，线下教学

不应再以传授知识为主，知识获得功用可以适当交

给线上完成，线下师生研讨，解决深入认识和理解问

题，促进学生独立思考、评价、创新等高阶能力发展。

二是为师生、生生互动教学创造更多机会，在互动教

学中让学生习得诸如独立、合作、尊重、分享等高层

次的社会知识和技能。二者相交，即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早年倡导的人生四大支柱：学会认知、学会做

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5］。
此外，要强化资源、技术和机制建设，促进在线

教学成果巩固和深化。疫情之下，线上教学总体取

得了成功，这离不开多方共同努力，政府加大了投入

和管理，扶持和动员众多信息技术平台齐上阵，为线

上教学提供了强大的资源保障和技术支持；广大高

校同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巩固

线上教学成果，推进线上线下教学结合，推进课堂教

学深度变革，必须建立资源、平台、技术、培训、评价、

激励、治理等制度建设，这方面的工作需要尽快提到

日程上来。

（刘振天，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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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Considerations on Emergency Online Teaching

LIU Zhentia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 The national online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r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an
unprecedented practice in the world and a big test on the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capability. Meanwhile, it is
also a comprehensive popularization and full exercise of wide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 a true inspection of the achievements of nat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a vivid experiment of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modern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classroom teaching.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his online teaching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delivered satisfactory
answers, fully demonstrated the advantages and strength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is
supposed to have a positive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further promoting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fter the epidemic,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eaching, so as to develop the classroom teaching revolution.

Key words: online teaching; classroom teaching; teaching revolution

The Retrospect and Reflection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Evolution: Online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Epidemic Situation

WU Daguang1,2
（1.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2.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VID-19, universities begin to promote online education in China.
Online teaching is changing the wa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But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immediately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online teaching in current situation. This large-scale online teaching, which gives universities opportunity
to re-understand the power and valu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promote“emergency”online teaching to
become a part of“normalized”teaching, will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driving teaching reform, achieving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in univer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al experience,
this article traces back the evolution path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China’s universities for 40 years,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capabilitie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foreign universities, and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China.

Key words: educational technology; online teaching; teaching mode;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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