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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线上教学是教育方式的一场大变革，是信息化和现代化在教育领域深度融合的产物，是在目

标、流程、结构等各方面与传统教育具有显著差异的新形态、新模式，是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改革的

必然趋势，也是人才培养模式的锐意创新。实现优质的线上教学，需要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

方式、教学过程、教学反馈等方面来实现教育的重组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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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ine teaching is a major change in education methods. It is a product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t is a new form and model tha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education in terms of goals, processes, and structures. I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teaching reform of ideas and practice, and is also a keen innovation in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l.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online teaching requires the reorgan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in terms of teaching 

philosophy,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process, and teaching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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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教学在实际应用中，根据线上

教学的实现程度一般可分为混合式教学

和全线上教学。所谓混合式教学即为线

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混合。全线上教学，

即教师和学生在不同的空间进行教与

学。这区别于以往意义上的混合式教学，

但两者之间又有着一定的联系。全线上

教学可以采用线上异步教学与线上同步

教学的方式进行，因此，可以摆脱时间

和空间的限制，给予了教师和学生极大

的自主性和选择权，可以实现更大范围

和更广领域的教学。但另一方面，线上

教学对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全新的要

求，是信息化时代下教师和学生面临的

关于教与学的新挑战，尤其是教师，在

这一过程中需要完成新的角色的转换及

新的教学模式的调整，这一系列的内容

需要教师对教学活动进行重新思考和重

新设计，也是对教师教学能力和综合技

能的考验。 

1 重塑教学理念 

网络是当今大学生获取知识、进行

交流的重要平台，要不断丰富网络宣传

内容，提高宣传艺术，创新宣传方式，

及时回应社会热点问题，教育引导学生

“不信谣”、“不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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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教学中存在着教师过多地参

与和干涉的问题，教师总想在 短的时

间内将更多的 

内容传授给学生，因此忽略了学生

自我思考的需要，忽视了对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的培养。线上教学虽然具有信

息化、智能化的特点，但作为新的教学

形态，不应该成为传统教学“换汤不换

药”的翻版，更应该承担起推动教育回

归本真和原点的任务——促进人的发

展。因此，线上教学首先要在教学理念

上重新进行定位，线上教学应以培养学

生的学习能力为目标，以问题为导向，

以任务为驱动，实现学生的全面自主发

展。人的经验、知识、能力是国民财富

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生产的重要因

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借助线上教学

的实现平台和实施工具，依托对传统教

学框架的突破，通过对传统教学活动的

创新，来实现教学的培养人的功能，发

挥教育的导向作用。 

在开展教学活动前，教师要思考培

养什么样的学生、如何陪养的问题。传

统的教学已经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实

际，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

也不符合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而线

上教学是教育顺应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

应运而生的产物，也是教学方式自我革

新的结果。在开展线上教学时，首先要

解决的就是理念和价值观的问题，教师

要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理念，树立培养具

有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的观念，在

此基础上重新规划教学活动。 

2 重置教学内容 

线上教学资源准备——多媒体数字

立体化教材。 

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教与学

摆脱纸质教材的束缚提供了条件。教师

信息化技能的提升也促进了信息化教学

的开展。在信息化学习背景下成长起来

的大学生，对于新的学习方式具有较大

的需求和较强的适应能力。而线上教学

可以实现教学内容的数字化、立体化，

可以让学生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学习，不

必受纸质教材的限制，满足了学生个性

化学习的需求。 

在外语类课程中，主要包含单词、

语法、本文、会话、课后练习这几部分。

要实现教材由纸质到数字化的转变，基

本方式就是基于PPT，结合录屏软件。纸

质课本的内容提炼成PPT需要很大的工

作量，也是教师制作数字化教材的 大

的障碍。快捷的途径就是使用合适的软

件或应用程序将纸质内容转化成电子

版，在这里推荐一些翻译软件的手机版。

虽然是翻译软件，但它可以识别各种外

语、图形等，并快速转换为电子版，准

确率高。一般的识图软件只能识别中文，

无法识别外语，而且大多是需要付费的，

但翻译软件基本是免费的。 

单词、本文、会话在形成PPT后，

在PPT中插入音频，供学生学习单词发

音、练习句子语调。为了使学生更加便

利的使用，可以通过录屏软件将加入了

音频的PPT边播放边录屏。这里用到的

录屏软件为“剪辑师”。该软件的特点

是简单易操作，可随时暂停，还可以进

行音、视频剪辑。语法部分形成PPT后，

教师通过录屏软件边讲解边录制，结束

后上传到泛亚平台上。为了加深学生对

语法的理解，提高学生应用语法的能

力，在上传了录屏的视频后，通过泛亚

平台的“插入对象”的功能，在视频中

添加语法练习题目，学生在观看每一个

语法点的讲解后会弹出题目窗口，回答

正确才会继续视频学习，错误将返回重

新观看。 

3 重组教学方式 

线上教学一般有三种方式：线上同

步教学（如直播）、线上异步教学（如学

生观看教师录播视频，并在讨论区随时

留言）和同步+异步教学。线上同步教学

的优点是教师和学生可以实现实时互

动，教学过程基本可以模拟面对面教学。

缺点在于教师和学生全程都需要同步在

线，对于学生来讲很容易造成疲劳。线

上异步教学的优点在于教师发布学习任

务，学生可以在自由的时间进行自学。

缺点在于由于缺少面对面的交流，学生

易处于托管的状态，无法保证每个学生

都会完成学习任务，一些沉默参与者可

能永远不会在讨论区进行学习上的沟

通。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规避两种方式

的不足，发挥各自的长处，实现有效的

线上教学。但要实行线上异步+线上同步

的方式，前提是依托教学平台，并且有

充足的教学资源。 

4 重构教学过程 

以单词的学习为例，教师通过泛亚

平台的手机端-学习通的作业功能布置

学习任务，学生自行在泛亚平台上学习，

并完成任务点，将难点和疑点进行标注。

之后，教师通过泛亚平台、钉钉、QQ群

等的直播功能来实现同步教学过程。教

师通过泛亚平台的手机端-学习通的选

人功能确定试读单词的同学，让学生通

过学习通测试题下的语音上传功能回答

或者通过其他直播中的连麦方式回答。

重点部分，教师可以通过学习通的白板

功能为学生演示，也可以通过学习通发

布测试题检验学生的掌握情况。学生可

以在反馈模块进行提问和互相交流。因

此，整个过程突显了发现问题——寻找

答案——寻求帮助——解决问题的路

径，体现了师生、生生交互式的教与学

的过程。 

不管是混合式教学还是全线上教

学，为了能极大地实现学习时间和学

习地点的自由化，都需要教师完成线

上教学内容的组建，这要求教师具备

录制网课的能力，能够熟练掌握录屏

软件、剪辑软件的操作。教师需要将

多媒体教学技术纳入教学能力的范

畴，在业余时间可以参加一些信息化

技能的培训，开展信息化教学技能的

分享交流，也可以在网络上寻找相关

的技术贴吧学习经验。 

5 重建教学反馈 

智慧教学对学习反馈方式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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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场信息化变革。从学习反馈的

时间上看，传统的线下面授过程中，

学生在课下有疑问时，需要等到下一

次上课时才能寻求老师的帮助，但线

上课程就避免了答疑过程的延后性，

学生可以在线上讨论区通过留言的方

式向教师或其他学生询问，体现了信

息交互的即时性。 

依据一些智慧教学平台开展的线上

教学会对学生的学习轨迹进行记录，教

师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学生的学习时长和

学习过程。签到功能能记录学生的课程

参与次数。每个课堂活动都会有相应的

记录，通过评分可以对学生的课堂表现

进行综合评价。过程性考核主要考查学

生的平时表现，而总结性考核则是 终

的考试成绩。这样的反馈方式适应了过

程性考评的需求，而且评价内容是直观

的、可追溯的，能够确保评价结果的客

观性和合理性。 

在反馈的形式上打破了传统教学过

程中单一性的局限，具有个性化和多样

化的特点。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

频率和时长都将被记录，学生也可以随

时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问题反映更加

及时，沟通过程更加自主，学习方式更

加具有协作性，避免了总结性的反馈的

滞后性，提高了反馈的频率和效率。这

样能够保证学生的学习疑问随时通过互

助、协作得到解决，能够帮助学生减少

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和难题，保证学习的

连贯性，推动阶段学习的顺利进行，也

能够减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挫败

感，树立学生的学习信心，增加学习的

积极性。 

通过对教学过程的观察发现，线上

教学有利于消除一些学生的心理障碍，

曾经在面对面的课堂教学中不愿意主动

参与的同学，变得积极参与互动环节，

敢于将自己有疑问的地方表达出来。在

教与学的两个独立的空间，如何尽 大

的可能确保所有同学能集中注意力参与

课堂过程，是每一个教师必须考虑的问

题。除了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

还要对教学环节进行精心的设计，通过

任务来驱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郭大力,王亚南,译.

国富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王光军,田大伦,闫文德,等.生

态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讨[J].中南

林 业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2009,3(1):129-133. 

作者简介： 

时昕（1984--），女，汉族，山东

日照人，中级，硕士，研究方向：跨文

化交际、国际汉语教育、英语教育等。 

 

 

 

 

 

 

 

更正说明 
    稿 件 《 革 命 传 统 文 化 教 育 在 高 职 院 校 中 的 传 承 分 析 》 江 西 生 物 科 技 职 业 学 院

DOI:10.12238/mef.v3i10.2955，作者：程森弟。该文章发表于2020年3卷10期。其作者信息特更正如下： 

    程森弟  葛小丽  冷喜芬  程素珍  万娜萍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