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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网络在线教学模式与方法的再认识
———基于疫情期间 130所高校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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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一场意想不到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肆
虐，突如其来的严峻形势给高校教学与人才培养带来严重

威胁与影响，直接与高校既定教学计划形成正面冲击。“疫

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教育部在 1月 27日和 2月
4日先后发布延期开学的通知和关于高校做好在线教学

的指导意见，动员高校按照“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1]准
备网络教学，并随后多批次组织动员课程资源平台和技术

平台提供支持，为高校应对疫情影响做出了总体安排。各

省级教育部门及时指导本地区高校开展网络在线教学预

案设计，协调各方面力量与资源投入到准备之中。全国高

摘 要：不期而至的突发疫情来势汹汹，对高校教学构成了严峻威胁，我国高校积极迎接挑战，通过大规模开展多种形态

的网络教学保障正常的教学秩序，稳定高校人才培养工作。基于各类网络课程共享资源、多种信息化教学工具，高校创新实现

MOOC教学、直播教学、录播教学和远程指导四种基本教学模式，并进行组合产生多种网络教学形态，一系列因地制宜的教学
模式、教学方法成为支撑网络教学的重要创新之举。多重要素的有效叠加，推动高校教学发生重大积极变化，网络化、信息化、

参与式、互动式、研讨式、混合式、翻转课堂、协作式等教学得到深入实践，发挥重要作用。同时，疫情引发的网络教学也使得不

同程度的问题暴露出来，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解决与改进，成为提升网络教学质量的重要路径。如何立足疫情防控新常态进一步

开展网络教学，以及将疫情期间积累的优秀经验与常规教学相结合，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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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dden and raging epidemic threatened the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seriously, but universities in China
bravely met the challenge and maintained the normal teaching order through large-scale online teaching in various forms to
guarante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talents training in colleges. Based on a variety of shared resources of online courses and
informative teaching tools, universities have achieved the innovation of four basic teaching modes, namely MOOC teaching, live
teaching, recorded teaching and remote guidance, and combined them to produce a great variety of online teaching forms, the
key point of its innovation lies in a series of tailor -made teaching modes and teaching methods. The effective overlap of
multiple elements has promot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hanges in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the teaching modes such as network,
information, participation, interaction, seminar, hybrid, flipped classroom and collaboration have been deeply practiced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t the same time, the online teaching due to the outbreak of epidemic has also brought many issues,
thus we need to address and improve it in a targeted manner, which will make it an important path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nline teaching. Moreover, how to further develop online teaching based on the new normal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how to combine the excellent experience accumulated during the epidemic with regular teaching are both remarkable issues
worth thinking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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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纷纷行动起来，迅速调整原定教学计划，统筹校内外各

方优势资源，依据实际情况制订网络在线教学工作方案，

创造性地开展了网络教学，实现了教学模式与方法的转

变，有效保障了教与学的顺利进行，依靠良好的网络教学

秩序稳定了高校，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标志性事件。

本文基于对疫情期间 130余所高校开展多种形态的
网络在线教学的调研与分析，对高校网络在线教学模式、

教学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对比优劣、总结成效，探讨网络教

学互动、教学效果、教学变化、问题与建议等，以期为后续

转变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方法和促进教与学共同进步提供

参考借鉴，推动高校教学适应发展需要实现持续进步。

一尧高校在线教学模式与方法
（一）高校部署在线开学与在线教学的基本形态

全国高校积极响应号召，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思想、理念与原则，以“延迟到校、网络开学、按时开课”为

目标调整教学计划，制定网络在线教学预案，开辟多种形

态的网络课堂，开展特色各异的网络教学，实现了大规模

网络授课，有力地确保了学生进行网络学习，做到了学业

不中断。

网络在线教学授课方式带来了教学模式、教学技术

与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深刻变化[2-6]，学校帮助教师开展有针

对性的教学设计，指导教师制订教学方案，做到多种授课

方式的有机结合，有计划地开展网络教学。

（二）高校开展网络在线教学的典型教学模式

疫情期间，各高校多措并举、积极谋划，结合自身已有

的网络信息化教学基础与平台，深挖资源潜能，大力度综

合运用多种平台与技术手段进行教学模式创新，实现了多

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7]的融合式创新。
1. 基本教学模式
广大教师利用 MOOC等各类已有的网络教学资源、

录制的教学视频和电子教学资料等资源，充分发挥网络教

学技术，先后探索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网络在线教学模

式，实现了端对端、线连线的网络在线教学模式。这些网络

在线教学模式总体上可以归纳为“MOOC、直播、录播、远
程指导”等网络授课方式[8]，通过多种课程资源中心、教学
平台、直播工具、会议系统、智慧软件等，多模式地开展网

络在线教学，成为实现应对疫情的现实举措。从教学技术

对教学资源的利用视角，构建出四种基本教学模式的示意

过程，如图 1所示。
这四种基本的教学模式可以概括为“课前线上或线

下自主性学习+课中线上直播或研讨式或翻转课堂教学+
课后线上或线下复习”，形成网络教学的基本形态，相关概

要比较见表 1。

图 1 基本教学模式产生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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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教学形式 优势 不足 教学资源 
教学 

设计 

教学 

能力 

教学 

组织 
教学方法 

教学 

技术 

教学 

创新 

MOOC 课前学生登录 MOOC 自

主学习+课中研讨式或

翻转课堂教学+课后学

生登录 MOOC进行复习 

高质量教学资源、理念

与模式领先，有助于培

养自主学习与解决问

题的创新能力 

要求教师有较高教

学能力、教学难度

高、工作量大 

MOOC资源+校本

课程资源 

高 高 难 研讨式、翻

转课堂教学 

高 高 

直播 利用直播工具或会议

系统等进行网络在线

讲授 

形成与实体课堂较为

接近的网络课堂，教学

技术上有所创新，便于

开展各类互动式教学 

整体创新性不高，

对网络环境要求

高，面临网络断网、

拥堵、卡顿等问题 

校本课程资源 中/高 中 中 讲授式、启

发式、研讨

式、翻转课

堂教学 

中/高 中 

录播 通过网络共享空间向

学生提供校本课程教

学录像视频，并提供有

关指导 

实现上简单方便，学生

容易接受 

缺乏教学的真实

感，不利于创新能

力培养 

校本课程资源 低 低 易 交流、讨论 低 低 

远程 

指导 

通过网络指导学生学

习教师提供的课程电

子材料 

可用于共享教学材料

以方便学生预习和复

习 

无创新、非在线教

学，不利于知识传

授与能力培养 

校本课程资源+

网络资源 

最低 最低 易 交流、讨论 最低 最低 

 

表 1 网络教学模式比较

借助教学平台（MOOC平台为主，以及各类课程中
心）、直播工具、会议系统和智慧软件等网络教学技术支

持，教师对各种技术与教学模式进行组合，交织产生了多

种在线教学形态，实现“人、技术、资源”三者的深度融合。

2. MOOC支持下或基于MOOC的教学模式
（1）“1+M+N”协同跨校教学模式
该模式通过MOOC教学平台的 1位名师开设的优质

在线开放课程，与多所高校（M所）的教师以线上“MOOC+
SPOC”及线下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混合教学形式来完成对
于大规模学生（N个）的教学[9]。在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联盟（简称“CMOOC联盟”）十余个课程工作组的
带领下，一批高校结成网络在线教学共同体，形成协同工

作机制，以 1组名师引领建设 SPOC课程，跨区域协同 M
所高校开展线上教学，使 N个学生接受MOOC学习而受
益，实现了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等高水平课程在疫情防

控期间的共享应用。

（2）“MOOC+SPOC+线上翻转课堂”模式
众多MOOC主讲教师、SPOC课程教师结成“对子”，

延续业已形成的网络教学关系，在疫情期间开展“MOOC+
SPOC”线上教学。在研讨式互动教学模式创新上，老师们
将实体课堂中的翻转课堂教学转移到网络空间内开展，为

翻转课堂教学带来了新的生命力，衍生出新的教学模式与

教学方法。

（3）“自建MOOC+线上指导与翻转”模式
为了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一批基本具备运行

条件的课程迅速登录MOOC平台运行，首先开展MOOC
教学服务于本校学生，借助多种线上工具或平台进行指

导，重点实施线上翻转课堂。该模式下，教师基于自身所讲

授课程直接建设 MOOC，因而确保了线上与线下教学内
容的一致性，达到了教师对知识传授的预期。为了提升学

习成效，教师通过多种方式在网络空间或教学平台进行线

上翻转，达到增强理论知识的理解和促进解决问题与创新

能力的提升。

（4）“自建独立 SPOC+短时直播+线上指导与翻转”模
式

为了让学生原汁原味地学习到与实体课堂内容一致

的课程，一批在课程教学上经验成熟、具有丰富课程资源

的教师，自行拍摄和制作自身课程的MOOC教学视频，采
用独立 SPOC方式的形式运行在 MOOC平台。与之相配
合的是，教师在原定上课时间，可以将个别学习难度大的

MOOC短视频进行短时直播，配以实时性讲解，重点在线
上翻转课堂方面进行实施。这种模式难度大、要求高、时间

紧、任务重，是对一线教师的重大挑战，但有为数不少的老

师克服不利因素实现了跨越。

（5）“异步/同步 SPOC教学+录播教学+线上指导”
模式

该模式借助于已运行多期的 MOOC，在 MOOC平
台上建设异步 SPOC或同步 SPOC，搭建网络课堂，开展
SPOC教学。考虑到 SPOC内容与自身课程内容的差异
性，同步开展录播教学（即对原来实体课堂教学内容进

行视频录制，并共享到课程的网络空间供学生下载学

习）与线上指导。疫情期间，在 MOOC平台的全力支持
下，一大批高校教师迅速在多个 MOOC平台上建立起
SPOC教学这种私有课程空间，开辟“第二课堂”，他们有
的是已开设过多轮次 SPOC教学具有丰富经验的教师，
但更多的教师则是克服困难，通过线上培训等方式尽快

掌握 SPOC教学新方式，为帮助自己的学生按时学习到
课程知识而“先学一步”。

以上 5种有MOOC参与的教学模式，可以整体归纳
为“线上自主式学习+网络研讨式教学”。课前，教师组织学
生开展线上 MOOC/SPOC的自主式学习、群学，采用生生
互动、师生互动等形式进行展示的研讨；课上，教师利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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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平台/工具软件（腾讯课堂、腾讯会议、钉钉会议、微信
群、QQ群等）进行指导、答疑，开展网络研讨式教学。因此，
这是一种特殊的线上混合式教学模式与方法，全程实现了

线上教学。

3. 基于各类教学视频的线上教学
（1）视频公开课/资源共享课+线上指导
教育部前期建设了大批优质的视频公开课/资源共享

课，长期进行开放共享，为此次疫情期间开展网络教学提

供了可用的网络课程。教师组织学生登录课程网站进行自

主性学习，构建课程知识体系，并定时组织进行集中线上

指导、答疑释惑，帮助学生促进知识理解。

（2）基于校内网络课程资源或平台开展线上教学
部分高校自建有校内课程资源中心或者网络教学平

台等系统，在此次疫情期间直接投入到网络在线教学服务

中。配合其他信息化教学工具，这种私有化的教学模式完

全延续学校部分课程传统教学模式，便于师生接受。

4. 直播教学
直播教学是最为接近传统实体课堂教学的模式，教

师利用会议系统或在线教学工具开展实时网络教学，这其

中如下两种子模式应用较多。

（1）腾讯会议/钉钉会议/ZOOM会议+雨课堂/云班课/
微助教/学习通/智慧树翻转教学空间/课堂派等

这种子模式可以概括为“会议系统/直播工具+智慧教
学（辅助）工具”，前者用以进行在线播放 PPT等教学内容
的在线教学，后者用以进行在线测验或考核，可以视作为

传统线下实体课堂中利用教学辅助工具开展教学的网络

实现，容易被教师所接受。

这种教学模式在智慧教学（辅助）工具的混合式搭配

使用上实现了创新，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知识传授与

研讨交流的贯通，是在没有MOOC参与下的网络信息化
教学的典型。

（2）腾讯课堂/腾讯会议/钉钉会议/ZOOM会议等直播
教师利用多种教学平台、工具和系统，以在线播放

PPT等形式，开展课程内容的网络在线教学，实现与传统
实体课堂教学中内容一致的授课。在互动交流环节，教师

借助会议类系统软件进行指导和答疑，并可以在课程共享

空间开展对课程内容的远程指导学习。

5. 录播教学
考虑到疫情期间全国网络拥堵等问题，教师会提前

将课程内容录制成教学视频，并分享给学生供下载学习。

按照原定教学计划上课时间，教师组织学生登录网络课堂

类平台或会议软件类系统，开展在线指导与交流研讨，促

进知识的理解与消化吸收。由于录播做到了知识传授的可

靠传播，因此这种模式具有“兜底”性功能，但需要提醒与

督促学生提前做好自主性学习。

（1）录播+线上指导+短时直播
以录播作为学生学习课程内容的基础，辅之以线上

指导方式实现答疑解惑，根据网络情况或者内容需要开展

短时直播，重点剖析难点知识。这种教学模式中，难点是按

照原定教学计划上课时间如何进行线上指导，特别是在大

班额的情况下，成为影响教学质量与学习成效的关键。

（2）录播+远程指导
基于录播并通过 QQ群/微信群等即时通讯工具开展

网络远程指导，对于尚未很好掌握信息化教学工具开展在

线教学情况较为适宜。对于理论课程教学，这种教学形式

创新性不足，并且存在着缺乏课程学习仪式感不强而导致

的多方面问题，学生学习成效难以管理和掌握；但对于实

践教学，通过观看视频和接受指导，学生可以对实践课程

做到提前掌握必要知识，为后续开展在线实践或真实实践

做好铺垫准备。

6. 基于非视频类资源共享下的远程指导教学
还存在着信息化程度较低的一种教学形式———教学

材料共享+QQ群/微信群等远程指导，教师将课程的电子
版教学材料共享给学生进行下载学习，同时进行网络远程

指导，帮助学生学习。对于网络条件不理想的情况，这种教

学方式可以弥补无法进行自主式学习的严重不足，成为普

惠性做法。另外，在指导学生开展实践类教学中，这种方式

成为学生掌握实践原理、内容、步骤与要求的基本形式，发

挥了基础性的帮助作用。

以上几种网络在线教学模式中没有MOOC等在线开
放课程教学形式的参与，整体上类似于将传统实体课堂教

学转移到网络开展，虽然没有在教学模式上有所创新，但

在疫情特殊时期实现了课程教学不中断，并且大大提升了

广大教师们的网络教学工具运用与开展的能力，具有一定

的积极意义。

区别于MOOC具有要求学生进行登录学习的硬性约
束，这一系列模式特别是含有录播的子模式需要加大有效

督促力度，让学生做好自主性学习，为线上的指导与互动

交流奠定基础。

（三）网络在线教学方法

MOOC与直播教学带来教学模式的变革，开辟出网
络课堂，师生在网络课堂中开展教与学，环境、方式、方法

以及师生角色都在发生变化。高校教师综合运用多种平台

与技术手段，组织学生开展各具特色的网络课堂教学，悄

然间完成了讲课教师到线上课堂“主播”兼“导演”的转换，

实现了多种在线教学的模式创新。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网络教学方法的重点是激

发学生参与网络课堂的活力以及如何融入其中，关键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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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开展有利于教学质量与学习成效提升的互动式教学，难

点是如何进行有效支持预期效果的课程设计和实施教学

组织。

1. 网络在线直播教学
在这种方法中，教师利用直播工具或会议系统等在

网络环境下进行在线直播教学，整体上依旧是传统实体课

堂教学中“师讲生听”的教学方式。教师可以在至少如下 3
个方面进行教学方法的提升：

（1）采用融入启发式、案例式、探究式等有助于知识理
解与能力提升的教学方法。

（2）采用智慧教学（辅助）工具，例如“雨课堂/云班课/
微助教/学习通”等可随时进行习题测验，与学生进行网络
互动。

（3）利用直播工具或会议系统中的交流功能开展互
动教学，包括语音、文字与图片等。

2. 在线研讨式教学
教师在网络课堂中组织开展研讨式教学，针对问题

进行讨论，包括师问生答、生问生答、生生讨论、师生讨论、

教师总结与点评等。这种教学方法需要教师提前进行网络

课堂教学设计，要求学生课前通过MOOC或录播视频等
进行自主性学习，重点是对课程知识凝练成习题或问题，

实施在线研讨。

3. 在线翻转课堂教学
教师进行在线教学，以辅导、交流、讨论、答疑、研讨等

多种互动形式呈现，但承载着启发式、探究式、研讨式和协

作式学习的线上翻转课堂教学无疑是最高层次。线上翻转

课堂教学尝试创造了新的在线教学形态，通过习题检测、

分组辩论、师生问答等将翻转课堂教学演绎得更加生动，

将传统线下“面对面”的翻转拓展为网络线上“端到端”的

翻转，丰富了翻转课堂的内涵。这些均对教师进行在线教

学方法的创新与教学平台的技能掌握等提出了非常高的

要求，针对知识与问题深入交流、热烈讨论、重点研讨、生

生互动、师生互动，强化知识理解，促进问题解决，增强创

新思维，使线上课堂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4. 网络交流指导教学
这是最为基本的师生间交流方法，可以通过多种形

式用于课前、课中和课后，但效率并不高。这种方法的高阶

形式是线上指导，即借助网络环境开展实时性的生生互动

与师生互动，可以包括多种群体间互动交流形式，有较强

组织能力的教师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实现良好的问题探讨。

网络教学模式对教学方法运用提供了一定的约束，

某种教学模式下相对容易支撑某种教学方法的实施。例

如，在基于MOOC的教学模式中，网络课堂在线教学中容
易采用研讨式或翻转课堂教学方法；在直播教学中，容易

采用传统实体课堂中的多种教学方法，便于开展互动教

学；在远程指导教学中，容易采用在线交流指导这种初级

方法。

（四）调研统计分析

疫情期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信息化与教学方法

创新指导委员会组织开展了一项面向各类高校的网络在

线教学相关调研，对高校网络教学模式进行统计分析。

1. 调研范围
调研共有 123所本科，涉及地方高校 105所（占比为

85.4%），部属高校 18所（占比为 14.6%），相关分布如图 2
和图 3所示。

图 2 高校类型分布

图 3 高校地域分布
2. 网络教学模式
以表 1所列的网络教学模式进行分类调研，在全部

调研高校中，占比最高的是利用各种网络直播工具进行直

播教学，达到 38.7%，其次是MOOC教学占比 37.7%，显示
出MOOC作为新形态网络教学资源与模式的优势。各种
网络教学模式的相关统计如图 4-图 6所示。

从图 5可以看出，部属高校中直播与MOOC教学模
式具有主体地位，占比达到 80%，显示出运用直播工具与
MOOC平台开展网络教学成为主流；这种局面在图 6显示
的地方高校中依然存在，但比例已降至 75.7%。录播方式在
部属高校中的占比是地方高校的近一半，远程指导方式则

是地方高校的近 3倍。整体可以看出，由于直播方式是最
为接近原生课堂的教学模式，且具有较好的实时性，方便

师生进行交互，因而被高校教师作为网络教学的第一选

择；MOOC教学（主要是基于MOOC的多种教学模式）具有
MOOC平台的支持，方便学生随时进行登录学习 M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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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师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展灵活多样的在线教

学，为研讨式与互动式教学开展创造了有利基础。录播与

远程指导两种教学模式，在部属与地方高校中的占比均低

于 20%，显示出教师对相对低效和技术水平不高的教学模
式并不热衷，表明教师的网络信息化素养整体较高。

图 4 网络教学模式分布（全部高校）

图 5 网络教学模式分布（部属高校）

图 6 网络教学模式分布（地方高校）
3. MOOC教学模式
自 2012年至今，我国MOOC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上线课程数量数万门，多种基于MOOC的教学模式得到
创建与应用。在本次调研中，关于MOOC教学模式的应用

情况成为一项重要内容，表 2通过 2019秋季学期与 2020
春季学期两组数据对比，着重显示MOOC在应对疫情的
教学中支撑网络教学的分量。

从表 2可以直观发现，各类高校 MOOC教学由 2019
秋季学期到 2020春季学期课程数量发生了大幅度增长，
态势明显，特别是地方高校增长超过 3倍，显示出 MOOC
在 2020春季学期抗击疫情的教学中成为教师的重要选
择，教师积极利用MOOC开展多模式教学。此外，统计还
发现 MOOC在 2019秋季学期所有课程中的应用占比为
11.6%，在 2020 春季学期所有课程中的应用占比为
41.1%，增长近 4倍，显示出 MOOC教学在疫情期间得到
了高校教师的认可，不仅及时丰富了教学模式，还提升了

教学模式的整体层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尧疫情引发教学发生重大变化
（一）教学形态发生积极变化

疫情突袭直接引发了全球迄今为止最大规模学生人

数的集中性网络在线教学，多种形态的网络课堂成为应对

疫情的必然举措，包括场景、模式、技术与方法等在内的教

学形态发生积极变化。这些特色各异的教学模式，呈现出

平台、工具、技术、资源、模式、方法等多重要素叠加的优

势。教师充分运用多种网络在线教学平台、系统、工具、软

件，建设了多种形态的网络课堂，开辟了在线教学新环境，

使得网络教学、线上教学、空中教学、云教学成为疫情期间

的常态。

网络课堂空间中，师生间互动更加方便，学生们主动

适应在线学习，踊跃参与在线课堂讨论互动和在线答疑，

文字、语音、图片、短视频等等频繁交流，问题与解答交织

交融，气氛热烈高涨，师生踊跃互动。这其中，教师的角色

与作用也在悄然间发生了深刻变化，教师承担“主播”“导

演”的角色比重得到空前提升。“互联网+”时代，已经进入
到了要求教师掌握网络在线教学技能的新阶段，教师具备

从线下教学设计到线上把控实施，再到快速迭代的良好能

力正在成为一项必备的要求，师生要不断构建“网络+教
师+学生+技术”的综合化教学形态。疫情期间教与学双方
对于集体性转变网络教学方式感到新奇、兴奋。这其中，在

线翻转课堂教学成为显著特色，教师创造性地将实体课堂

中的翻转课堂教学转移到线上，促进知识理解与构建，提

高思辨能力与创新思维养成。

年度学期 
MOOC教学课程数量 
（全部高校） 

MOOC教学课程数量 
（部属高校） 

MOOC教学课程数量 
（地方高校） 

2019秋季学期 19 261/门次 6 439/门次 12 822/门次 

2020春季学期 67 968/门次 10 908/门次 57 060/门次 

2019年至 2020年 MOOC应用增长率 252.9% 69.41% 345% 

 

表 2 MOOC在 2019秋季学期与 2020春季学期应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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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混合式教学模式发生深刻变化

多种特殊形态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应运而生，例如“课

前线上或线下自主性学习+课上线上研讨式教学”成为疫
情期间一种主流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特别是“线上自主式

学习+网络研讨式教学+在线翻转课堂”，成为一种特殊的
混合式教学模式与方法。这其中，MOOC资源发挥了重要
的优质课程作用，基于 MOOC的教学模式也成为众多在
线教学模式中的典型型态。MOOC直接引发了疫情期间
混合式教学的创新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在线翻转课堂教学

方法的创新应用。

1. 教学互动呈现出全新面貌
网络在线教学的必然要求之一是开展互动，在良好

的教学设计指导下，由教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参

与到网络课堂教学中，进一步构建课程知识、提升系统理

解、加强创新意识。疫情期间的网络教学极大丰富了师生

互动与生生互动内涵，充分发挥在线教学的技术性优势，

做到了因势利导，搭建了充满勃勃生机与创新活力的网络

课堂，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2. MOOC教学已进入到新阶段
在应对这场始料不及的疫情影响中，普遍运用

MOOC开展网络在线教学成为了广大教师开展网络在线
教学的首选，特别是精品 MOOC在突如其来的“遭遇战”
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支撑起高质量网络课堂的

顺利开展。MOOC是最新形态的适合高校教学需要的网
络在线开放课程优质资源，建设、使用和学习MOOC不仅
要聚焦质量，更要围绕着创新实践，多模式地发挥其内在

作用。

3. 翻转课堂不再局限于教室
MOOC在高校的应用直接推动了翻转课堂教学方

法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由此基本形成了学生线上自

主性学习与师生线下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

模式，并进而衍生出多种混合式教学创新，成为我国

高校基于 MOOC的教学改革主流。疫情期间，在线翻
转课堂成为高校应用 MOOC开展线上教学的新方法，
也使得混合式教学的构成有了新的变化。学生线上自

主性学习与师生在线翻转课堂巧妙地结合起来，构成

了全新的混合式教学，成为我国混合式教学进步的重

要创造。

三尧暴露出的问题与持续改进建议
经过多年网络教学信息化建设，我国在线教育教学

资源、技术、运行与保障等取得了重大进步，托举起支撑

此次超大规模开展网络在线教学，经受住了疫情的考

验，充分展现了高等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建

设成就。

（一）教学形态、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需要进一步凝练

与优化

疫情推动下，教师综合运用多种平台与技术手段，组

织学生开展各具特色的网络课堂教学，师生开展网络教学

的环境、方式、方法等，甚至是师生角色都发生了很大变

化，促使教学形态、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等出现了积极变

化。但这些新变化仍处于前期探索阶段，开展的基础特别

是更多教师对网络课堂的教学设计与组织实施上差距较

大，难以在短期内大面积大幅度提升与普及，需要通过持

续多轮迭代提升进行凝练与优化，逐步摸索出较为成熟与

完善的做法。

（二）网络教学技能需要进一步掌握与创新应用

疫情突袭下，部分教师仓促应对，准备不足，对课程平

台、直播平台、会议系统工具软件等在线教学环境不能够

尽快适应，在满足网络教学所需的教学技能上存在一定差

距。要把网络教学特别是在线教学技术培训，作为提升教

师教学技能的重要举措，在 MOOC教学、混合式教学、直
播教学等方面实施技术与方法培训与指导，提升教师灵活

使用和驾驭网络在线课堂的本领，更好地开展网络教学。

（三）参与式、互动式教学创新开展需要进一步提升

在线课堂教学中，教师角色转换不明显，课堂组织能

力不足。例如，直播教学模式中部分教师机械地将传统实

体课堂教学直接僵化地“搬迁”至网络课堂教学中，依旧是

教师单一单向式教学，缺乏必要的互动交流。要注重强化

互动式在线教学课堂教学设计，开展研讨式教学、翻转课

堂教学，提高以问题为导向的互动式教学，注重运用智慧

教学工具软件开展参与式教学。

（四）基于MOOC的混合式教学需要在改进中扩大覆
盖面

此次 MOOC在应对疫情的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得益于近年来我国MOOC发展上取得的成就，但是从
全国教师数量、课程数量来看，开展 MOOC建设与应用的
教师数量与比例还非常低，特别是在创新应用上存在严重

不足。例如，基于MOOC开展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
教学，要求教师必须具备教学设计与组织实施的综合能

力。与这种教学模式相适应的教学能力，在高校中普遍较

为匮乏。MOOC作为新型教学资源与模式，要区分专业、课
程、模式、方法的差异性，鼓励在改进中扩大应用范围。

（五）在机制、政策与评价考核上需要进一步发挥保

障、激励与导向作用

构建“建用学管研”成体系的常态化机制，推动在线教

育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是此次疫情带给我们对网络在线

渊下转 11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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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重要认识。要结合我国当前高校网络在线教学的实

际，特别是模式、资源、方法、平台、工具、效果等方面的差

异性，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出台引导网络在线教学持续

深入创新开展的政策，建立起契合实际的制度，发挥出保

障、激励与导向作用。还要逐步建立起与高校开展在线教

学相适应的教学质量评价机制，把教师开展网络在线教学

的成效考核纳入到教师资格认证与评测体系之中，逐步形

成常规性考核机制。

此外，在在线教学条件与平台方面、网络教学成绩获

得与学分认定等方面都需要考虑，逐步探索出适合我国国

情的网络在线教育教学人才培养制度与体系。

四尧结束语
由于疫情来袭引发的危机带来考验的同时也带来

了重要契机，积极促进了我国高校教学形态的创新性变

革，推动教学模式的转变与教学方法和技术的升级，带

来了教学与人才培养的重大变化。化危为机、乘机进取，

疫情直接促使广大师生借助网络、各类课程资源、信息

化工具等开展网络教学，既保障了教学秩序又实现了巨

大进步。疫情防控新常态下如何持续开展网络教学，如

何将疫情期间创造的优秀做法与积累的宝贵经验与日

常教学进行结合，是疫情洗礼下引发的深入思考，这成

为广大高校与教师需要直面的问题，也是我国高校教学

取得更大进步的现实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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