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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策划——线上教学（八）

0	 引	 言

疫情来袭，教育部及时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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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做出了“停课不停教、停课

不停学”的部署。哈工大威海校区据此提出“延

迟到校、按时上课”的安排，即按照原定教学计

划和教学日历开展信息化网络教学（教师网络授

课+学生网络学习），通过MOOC方式、直播方式、

录播方式和远程指导 4 种网络教学方式，保障学

生学业不中断。作为计算机类专业的核心课程 [2-4]，

计算机体系结构类课程内容抽象、学习难度大，如

何开展有别于传统实体课堂的网络教学而将疫情对

教学质量与学习成效的影响降至最低，是计算机类

专业网络教学中需要重点考虑并解决的问题。在

前期多年开展混合式教学的基础上 [5-7]，探讨“计

算机组成原理”本科生课程与“物联网基本理论

与关键技术”研究生课程这两门计算机体系结构

类课程在疫情期间所开展的网络教学改革。

1	 网络教学的基本形态

高校积极响应教育部提出的“停课不停教、

停课不停学”，主动承担教书育人职责，以“延

迟到校、网络开学、按时开课”为目标调整学期

教学计划，制订网络在线教学预案，开辟网络课

堂，确保学生课程学习如期进行、学业不中断，

保障获得课程学分。

高校各具特色的网络在线教学方案总体上可

以归纳为“MOOC、直播、录播、远程指导”等

网络授课方式（见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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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应对疫情

的现实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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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OOC 教学
授课教师通过 MOOC（或 SPOC）方式进行

网络教学，组织学生注册登录 MOOC 平台进行

学习，教师按照课表时间以在线形式开展网络课

堂教学活动。

1.2 直播教学（同步教学）
授课教师通过网络在线授课的方式，利用各

种直播平台、系统、软件工具进行在线教学，组

织学生进行在线学习，这是与传统实体课堂教学

最为接近的一种网络教学形式。

1.3 录播教学（异步教学）
授课教师录制每次课程

教学的授课视频，提前通过

课程网络共享空间方式向学

生进行共享并指导学生进行

学习，按照课表时间开展网

络在线教学。

1.4 远程指导
授课教师要将课程电子

教学材料（PPT、电子版教材、相关（微课）视

频、习题、作业、教学日历以及可能的线上教学

资源）及学习要求，提前通过课程网络共享空间

共享给学生并通过多种网络形式指导学生学习，

开展答疑、辅导、讨论等。

网络在线教学授课方式带来了教学理念与

思维、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深刻变

革，教师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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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质保量保落地。

2	 网络课堂构建方法

2.1 网络课堂构建
借助 MOOC 平台、教学系统、各类工具软

件与 4 种教学方式的有机组合，交织产生了多种

网络在线教学课堂组织形态，如图 1 所示。这些

借助信息技术优势搭建的网络课堂，要通过讨

论、交流、辅导、答疑、研讨等多种互动形式，

向着启发式、探究式、研讨式、协作式学习的线

上翻转课堂教学方向进行建设，发挥出在线教学

的本质作用。

表 1 网络教学基本形态比较

类型 基本方式
典型平台 / 系统 / 工具 / 软

件
优势 不足

MOOC 教学
在 MOOC 平 台 开 设 SPOC 学 习
空间

中国大学 MOOC、学堂在线等
MOOC 平台

理念先进，共享优质课
程 资 源， 在 SPOC 空 间
和线上课堂开展研讨式
教学或翻转课堂教学

对教师提出较高的要求，
教师需要具备开展混合
式教学的高阶能力

直播教学
借助直播平台、系统或工具软件
开展网络在线授课

腾讯会议、ZOOM 会议、钉钉
会议、华为 Welink、哔哩哔哩

（B 站）、抖音、快手等

与传统实体课堂教学较
为接近，师生的付出较
少，便于接受

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与
思辨能力

录播教学
对教学内容讲授过程进行录屏或
录像，共享到网络上供学生下载
学习并提供必要的指导

录屏或录播工具以及网络共享
空间（网盘、邮箱、QQ 群、微
信群等）

实现知识的视频化可靠
传播，具有保障性作用

不利于知识传授与多种
学习能力养成

远程指导 共享课程教学的基本材料供学生
进行学习，并提供必要的指导

网络共享空间
实 现 知 识 的 基 本 传 播，
具有兜底性作用

特别不利于知识传授与
多种学习能力养成

图 1 网络课堂构建途径

基

2.2 组合派生的典型网络课堂教学形态
依据图 1 中给出的网络课堂构建方法，可以

得到多种可以应用的教学模式，其中如下两大类

教学模式容易实现并得到老师们的广泛采用。

1）在线直播教学 —— 传统课堂教学辅助工

具结合视频会议类软件。

利用“雨课堂 / 慕课堂 / 云班课”“智慧树翻

转教学空间”“微助教 ”“学习通”“课堂派”+“腾

讯会议”“钉钉会议 ”“ ZOOM 会议”等视频会

议类软件，形成“智慧教学辅助工具 +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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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在线教学模式，也可以直接采用“腾讯

课堂”等进行。

2）在线研讨式教学 —— 基于课前线上或线

下自主性学习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这种模式可以通过“MOOC/ 视频公开课 /
资源共享课 / 录播视频 /PPT+ 线上直播研讨式 /
翻转课堂教学”实现，是相对比较高级的网络在

线教学，值得实践探讨。

3	 混合式教学模式整体设计

3.1 整体思路
改革的整体思路是注重教学内容的整体编

排，通过丰富课程资源、重构课程内容，实现高

质量授课内容的更新。强调线上课堂的组织，通

过改革教学模式、革新教学方法，开辟网络教学

课堂，实现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在课

前，学生通过 MOOC 或者教师自行录制的课程

教学视频进行线下或线上的自主式学习；在课

中，在网络上进行在线研讨式教学，主要通过师

生与生生间互动完成。按照原定教学计划和教学

日历，教师采用腾讯课堂直播工具进行网络在线

教学，主要以习题研讨的方式与学生进行直播互

动，开展参与式研讨型教学。

3.2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特殊型混合式教学模式
创新采用“远程指导 +MOOC 方式 / 录播方

式 + 研讨式教学 + 短时直播”授课方式组合，实

现“线上或线下自主式学习 + 线上参与式研讨

型教学”的一种特殊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如图 2 
所示。

（1）MOOC 方式：通过在“中国大学 MOOC” 
平台上开设 SPOC 方式进行。

（2）远程指导：通过微信群、QQ 群提前共

享 PPT 等教学材料。

（3）录播教学：通过网盘共享，提前推送录

制完整的授课视频。

（4）直播教学：以开展线上研讨式教学的方

式，教师组织实施线上翻转课堂教学，注重问题

导向、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

关于课前自主性学习，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

采用“MOOC 方式 + 录播方式 + 远程指导”相结

合的形式；限于缺乏 MOOC 资源，物联网基本

理论与关键技术课程采用“录播方式 + 远程指导”

的形式，即教师提前录播授课视频供学生下载，

进行课前线下的自主性学习。

学生基于这些多种资源进行课前自主性学

习，或在线或离线、或完全自学或互动学习，这

在学生整体学习时间中占有较大比例，与传统实

体课堂教学有较大区别，也直接提高了学生的自

主性学习能力。

4	 以问题为导向的线上参与式研讨型教学

4.1 课程整体教学流程
开课前及时组建“课程网络共享空间”（微

信群、QQ 群、网盘），发布课程授课安排，提

出开展网络在线教学，要求学生做好必要的学习

工具与环境准备；同时，课程教学把对学生的人

文心理关怀放在重要位置，帮助学生正确看待疫

情，树立战胜疫情的信心，鼓励学生克服疫情影

响，积极投入网

络学习中。

在本科生课

程 授 课 前（“网

课 ”前 ）， 组织 
学生到 MOOC 平 
台 注 册、 认 证，

选择 SPOC 课程

进行线上自主性

学习，同时共享

课程的教学 PPT
到“课程网络共图 2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基本模式

 

 

 

!

!

!

!
课前线上学习或线下学习

网络在线教学(参与式研讨型教学+短时直播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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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空间”；在研究生课程授课前（“网课”前），

共享课程的教学 PPT，发布共享在网盘中的教学

视频网址链接供学生下载，要求学生进行线下自

主式学习。“网课”中，按照课表时间（原定教学

计划安排的授课时间）进行网络在线教学，利用

网络直播教学工具开展以问题为导向的研讨式教

学与短时（轻量级）直播教学。“网课”后，要求

学生通过回放、SPOC 学习、录播视频学习、讨

论交流等形式进行巩固提升，确保学习成效有保

障。图 3 给出了课程教学整体流程。

自愿“登台”的方式，多名学生阐述观点，进行

讨论，提高网络课堂互动性，活跃课堂气氛。

通过全体测验、单人回答问题、多人研讨等

开展讨论交流，重点对测试结果与生生讨论情况

进行问题解答、提问和开展师生间讨论，加深学

生对重点、难点知识的理解，提升其对所学内容

知识的整体性、连贯性、系统性认知。

（1）选择题：通过精心设计的选择题检测学

生对基础性知识的自主性学习与上次网络课堂学

习成效，继而进行针对性的讲解。

（2）简单题 /
解析题：将重点、

要点内容凝练成

简答题、解析题，

通过“网络点名”

提问的方式，由

学生回答，教师

进行最后的答疑

释惑和总结。

（3）研讨题：

将难点、疑点等

内容凝练成论述

题， 通 过“网 络

点 名 ”或 自 愿 参

加的方式，由多

人进行讨论，交

流观点，开展生

生之间与师生之

间的互动研讨分析，教师作最后的点评和总结。

以问题为导向，将教学内容凝练成多种类型

的习题，在教师的主导下，组织学生进行测验、

回答、讨论、答疑、总结，开展研讨式教学，促

进生生与师生之间互动交流。基于 MOOC 或录

播与远程指导的课前准备，以问题为导向的翻转

课堂教学促使研讨互动交流得到深入，使在线教

学转换成针对知识与问题进行讨论互动、重点研

讨，强化知识理解，促进问题解决，增强创新思

维，令线上课堂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通过更加娴

熟地开展网络在线教学，可以将课程知识与在线

教学进行更深层次的融合，增强对网络课堂的整

体把握能力，使学生在积极参与的互动中实现学

习成效与基本创新能力的提升。

图 3 课程教学整体流程

!

“ ”
 

 
 PPT 

“ ” 
 

MOOC
 

PPT 

“ ”
 

SPOC

“

 
SPOC  

PPT 
 

“网课” “网课”中

“网课”

“网课”

讨论

答疑

4.2 线上参与式研讨型教学
线上参与式研讨型教学与短时直播教学中

注重问题导向性教学实施，将教学内容凝练成习

题，包括选择题、简答题、解析题、讨论题，见

表 2。在教师的主导下，组织学生进行测验、回

答、讨论、答疑，侧重于对学习成效的检验以及

通过研讨提高问题理解与创新思辨能力，实现在

线开展研讨式教学。

将基础性知识转化为选择题、简答题、解析

题，通过在线测试与针对性讲解加强知识理解；

将重点、难点知识提炼为讨论题、论述题，通过

生生研讨、师生研讨、教师点评与总结等形式，

促进学生融入在线课堂，实现问题解决、能力提

升。通过“点名”邀请多人“登台”与学生“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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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改革创新收获与经验

5.1 创新方面
综合运用多种平台与技术手段，组织学生开

展线上或线下的自主性学习，重点实施网络课堂

在线教学，实现多种层面的教学改革创新。

（1）模式创新：提出一种新的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模式，将传统的“线上自主性学习 + 线下

翻转课堂”模式改变为一种“线上 / 线下自主式

学习 + 线上研讨式教学”的特殊模式。

（2）方法创新：提出线上翻转课堂教学方法，

通过问题导向式的互动，实现师生与生生间的交

流研讨，促进成效提升。

（3）信息技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辟网络

课堂，进行在线教学，实现对疫情的有效应对。

5.2 改革特色
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理念，采用录播方式

还原实体课堂教学，为学生提供疫情期间与传

统课堂教学内容一致的知识讲解，方便学生反复

观看学习，琢磨知识点，构建知识；采用直播方

式，进行在线翻转课堂教学，检验学习效果，通

过讨论、研讨和辩论解决问题，提升创新意识，

启发思维。

6	 结	 语

利用以问题为导向的线上参与式研讨型教学

作为改革核心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我们顺利实现

了两门课程的网络教学，取得了良好成效。课前

学生通过 MOOC 方式或录播方式进行线上或线

下自主性学习，为网络在线教学中的参与研讨作

充分准备。网络在线教学中着重开展以问题为导

向的研讨式教学以实现对知识的深入理解，通

过多层面的深入研讨互动促进创新能力提升，

实现线上或线下自主式学习与线上研讨式教学深

度融合。以自主性学习为基础，改革带来了多种

教学形式的结合，将教学方法、信息技术、教学

过程进行了有机融合，为疫情期间开展学习难度

较大的计算机体系结构类课程教学探索出了一条

可借鉴途径。

表 2 以问题为导向的网络在线教学构成

序号 问题导向类型 教学侧重点与开展方式

1 选择题 全体学生进行在线测验，注重考查学生课下自主性学习的基本成效

2 简答题
通过点名的方式，由学生回答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直接支撑的问题，侧重于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的
理解与初步运用能力

3 研讨题
通过多人研讨的方式进行，表达观点、质疑争辩，实现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在增强对知识理解的
同时提高思辨创新能力

4 短时直播 对于晦涩难懂的知识，采用短时直播的方式进行实时讲解，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原理

5 总结点评
教师进行学生研讨过程的点评，澄清错误、给出答案，总结阐述更多深层次的内容，提升学生对问
题的深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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