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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线教育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取得了积极成效，为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创新应用孕育了新机。在

后疫情时代，在线教育对中小学教育的影响将会持续下去，“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育模式将成为未

来中小学教育教学的基本形态。文章分析了中小学在线教育的现实困境及成因，提出以下策略：提高

在线教育认知，构建在线教育理论体系；转变教育教学观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创新在线教育方法，

提升教师信息化能力；加固外部支持框架，全面实现协同育人。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中小学教学；在线教育；创新应用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Normal Application of Online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TAN Chaoya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Baise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VID-19, online education has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 

and hase nurtur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the impact of online education 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iton will continue, and "online+offline" hybrid educaiton will become the basic form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dilemma and causes of online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online educaiton and build online education theoretical system; change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le of students; innovate online educaiton methods and enhance 

teachers' informatization ablitily; reinforce the external support framework and fully realiz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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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的“停课

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在线教学实践探

索活动，是世界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创

举和全球范围内最大胆的教学实验活

动。在此期间，我国有超过1.8亿中小学

生与千万教师多层次、全课程、常态化

参与在线教育活动。作为一种“被迫性”

的举措，虽无前例可循，且尚存在许多

困惑和问题，但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教育

探索已经极大推进了中小学在线教育的

发展速度和应用覆盖面。在线教育对中

小学的影响将会持续下去，“双线”混合

式教学将成为未来中小学教学的基本形

态。总结和反思在线教育的独特经验，

可为未来中小学课堂教学方式及学习方

式的变革等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1 中小学在线教育之困境及

成因 

“停课不停学”作为应急之举，无

论对于学校、学生、教师，还是对于家

长而言，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实

施过程中尚存在许多问题。 

1.1在线教育认知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主要关注教

学设备的信息化以及利用多媒体课件强

化传统课堂教学。以前，人们很少将“在

线教育”这个词与中小学教育紧密联系

在一起；即便是在后疫情时代，很多中

小学对在线教育的规律、认识仍然不足，

教育转型不到位。有些学校在线教育的

应用，通常是要求教师把在线课程分解

成音频或视频等多媒体资源来强化传统

课堂。在线教育并未从教学模式、人才

培养方式等方面对传统教学进行根本性

改革，没有体现互联网重塑教育的功能。

因此，我国中小学在线教育发展亟须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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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认知门槛”，树立常态化应用意识。 

1.2学生难以适应在线学习方式 

缺乏自我管理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是学生不适应在线学习方式的主要原

因。在 “停课不停学”的教育实践探索

中，反映和折射出来一个最突出的问题

就是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缺乏在线

自主学习所必须的自律性和自我管理能

力，导致课前预习不到位，课中注意力

不集中、不主动参与教学互动，课后作

业完成质量不高等突出性问题。这正如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的问

卷调查结果：“自觉性和自律性是影响居

家学习和网络学习的重要因素。”我国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一直大力倡导以学生为

中心，突出学生能力的培养，但一些学

校管理者和教师观念落后，仍然忽视学

生能力要素的培养，没有把学生的自主

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性学习能力纳入

教学目标和内容。 

1.3教师难以适应在线教学模式 

教师难以适应在线教学模式，主要

是由于教学观念陈旧和信息化教学水平

有待进一步提升。教师在传统课堂中已

经形成“教学记忆”或“教学习惯”，而

这种记忆和习惯已经固化且进入了集体

无意识状态。教育部在相关通知中明确

强调，要“统筹线上学习特点和学生实

际需要，防止照搬套用正常课堂教学方

式、时长和教学安排”，但由于教师教

学观念陈旧，且在“停课不停学”实施

初期对在线教育的特性认识不够，使得

在线教育的实施深受传统课堂惯性的

影响。 

一方面，教师仍然延续以教师为主

导、学科知识本位等典型线下教学思维

模式，将在线教学等同于“用网络上课”

（俗称“网课”），这折射出教师在线教

育教学实践经验的缺位。据浙江省于

2020年2月开展的线上教学情况调查，教

师采用直播授课的课程比例达到89.1%，

其中纯直播又占到51.8%。然而，现实中

由于网络环境所限等多种因素影响，学

生满意度最高的并不是直播教学，而是

基于资源包的自主学习。另一方面，疫

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平台如雨后春笋

般出现，各平台功能、运作方式和技术

要求各有不同，使得教师对线上教学平

台操作不熟练，影响了教学质量和学习

效果。 

1.4在线教育外部支持框架不稳定 

协同教育是信息时代教育的主流，

“停课不停学”期间，大规模线上教学

便是对政府、企业、学校、家长协同作

战的一次检验。在此次“检验”中，政

策支持、科技支持、家长支持成为社会

关注的焦点。政策支持不足主要表现为

“数字鸿沟”凸显，在大规模、常态化

在线教学需求下，暴露出中西部经济欠

发达地区、部分农村地区及弱势群体家

庭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不充分、在线学习

准备不足等系列问题。调查显示，在“停

课不停学”期间，53%的学生没有任何的

网络学习经历，有近10%的学生家中没有

无线网络，30%的学生用家长的手机流量

上网学习。科技支持存在的短板表现在

网络环境不佳、软件运行不畅和缺乏集

成性教学平台等。家校合作缺位表现为

家庭教育理解偏差、沟通渠道不畅通、

缺乏家长监督和家长不理解而导致家庭

关系紧张等。这不仅影响着在线教育的

效果，更影响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总

之，在线教育的外部支持框架还不能满

足实际需求，未来还需从多个维度完善

保障与供给，全面实现协同育人。 

2 后疫情时代推进中小学在线

教育常态化应用的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对我国中小

学在线教育常态化应用发展提出以下

建议： 

2.1提高在线教育认知，构建在线教

育理论体系 

推动我国中小学在线教育常态化应

用，一方面，要提高在线教育认知，充

分认识到传统教育信息化与在线教育的

区别，充分体现互联网重塑教育的功能。

中小学的在线课程或相关配套资源应具

有独立于传统课堂的教学组织功能，如

支持学生自主学习、促进个性化学习等，

实现资源、课程与教学的统一。这样才

能在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方式等方面对

传统教学进行根本性改革，我国中小学

在线教育的常态化应用才能步入正轨。另

一方面，构建中小学在线教育的理论体

系，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后疫

情时代，中小学在线教育必将转型升级，

走向“双线”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而混合式教学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如何推进在线教育技术、资源、组织、

应用、评价、保障等方面的探索，如何

促进观念融合、管理融合、家校融合，

构建一种新的教育生态，这些都是亟待

解决的问题。 

2.2转变教育教学观念，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 

在学校层面上，要根除学校教育信

息化建设与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

做摆设、秀课堂”的观念，在理念上要

实现从“三率”（联通率、配备率、开通

率）向“三效”（效率、效果、效益）、

从“老三用”（课堂用、经常用、普遍用）

向“新三用”（校校用平台、班班用资源、

人人用空间）的转变。要把中小学信息

化建设与应用真正落实在日常的教育教

学过程中，真正用于提升教师的信息化

教学能力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3创新在线教育方法，提升教师信

息化能力 

提高中小学在线教育常态化应用质

量，一方面，要让教师克服传统课堂惯

性，创新线上教学方法。教师在课堂中

要真正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积极开展

项目教学、合作学习、案例教学、翻转

课堂、混合式教学等教学模式，根据线

上“数字化”、线下“互动性”等优势特

征安排相应的教学内容，发挥学生的积

极性和能动性。让学生在真实的问题解

决过程中，形成自主学习能力、探究学

习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从而适应信息

时代在学习、移动学习和个性化学习上

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

中小学教师应与时俱进，积极主动适应

新技术，参加信息技术的交流学习和培

训，充分利用新时代的“技术红利”更

新补充知识，不断提高信息素养，真正

实现智慧教育。此外，学校在“线上教

学”能力提升培训方面起主导作用，应

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和教师特点开展针对



现代教育论坛 
第 4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02 

Modern Education Forum 

性培训，注重教师信息化和交互融合式

思维的培养，引导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和

网络手段变革原有课堂，将教师网上指

导、师生互动、作业批阅、学情分析、

答疑辅导等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作为培训

重点，让一线教师切实掌握在线教学工

具和平台的综合运用能力。 

2.4加固外部支持框架，全面实现协

同育人 

中小学在线教育常态化应用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协同推动。

首先，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制定

出中小学在线开放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标

准，推进相关行业企业规范化发展，进

一步消除“信息孤岛”；从消弭“数字鸿

沟”出发，进行宏观顶层设计，为中小

学在线教育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加快教

育信息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升中小学

教育服务数字化和网络化水平；亟待关

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部分农村地

区及弱势群体家庭数字化学习“最后一

公里”问题，通过政府购买、学校配置、

企业赞助等方式，保障这些地区或家庭

的学生享有平等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

权利。 

其次，中小学在线教育平台运营商

要进一步优化平台集成性、简化操作步

骤、提供专业技术服务，为教学活动提

供平稳支持；拓展平台技术，基于大数

据技术对学生的各项数据及内隐特征

进行“数字画像”，助力教师开展个性

化教学。 

最后，拓宽学校与家庭的沟通渠道，

促进家校密切配合。一方面，建立家校

合作规范制度，严格审核家校协同信息，

确保给家长提供有效的信息，提高家校

合作质量。另一方面，畅通家校协同渠

道，拓展家长参与深度。尤其对于那些

参与积极性较低的家长，可以先通过赞

扬其子女在学校的表现和提出更高期望

等方式，获得家长对学校的信任，密切

家长与学校的关系，从而让其重视对子

女的教育；之后让家长参与比较简单的

家委活动，增进集体获得感；最后逐渐

从参与的角色转变为合作的角色，从而

共同对学生的教育发挥监督作用。 

3 结语 

如今，“互联网＋”为在线教育提供

了便利条件，中小学应以此为契机，积

极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继续加强线上与

线下的资源融合，深入推进在线教育常

态化应用，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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