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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教学模式实践与对策研究 

—以移动Web开发为例 
张金伟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衢州 324000） 

摘要：以衢州职业技术学院移动 Web 开发课程开展互联网+教学的情况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方式对参加该课程的学生进行调查,
从调查的总体情况、学生在线学习的整体状态分析、学生对于在线教学的期待与反馈和对互联网+教学工作的对策这 4 个方面对移
动Web开发互联网+教学模式实践进行分析,探究高职院校移动Web开发互联网+教学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操作性的建
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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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根据教

育部“停课不停学”的要求，依据我校《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期
间教学工作实施方案》，全校师生利用“互联网+”模式开了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在线教学活动，达到了“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工作
目标。自 2020 年 2 月 17 日起，学校启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在线教
学。两个多月来，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 2020 春季学期在线
教学持续平稳运行。近期，以问卷形式在全体学生中行进在线教学情况
调查，用以进行现状分析与提高在线教学保障水平，并为完善下一阶段
互联网+教学 1质量保障提供参考意见。 

一、调查的总体情况 
本次调查共回收 19 级网络问卷 83 份，期中 19 网络 1 班 42 人，19

网络 2 班 41 人，如图 1。 

   
图 1 参与调查的各班学生分布情况 

 
图 2 学生前阶段的学习感受 

二、学生在线学习的整体状态分析 
在线学习满意度方面。调查显示，92.62%的同学对前阶段的学习状

态、学习收获等基本情况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一方面说明在
线教学前阶段的时间里，同学们在熟悉教学平台使用后，学习渐入佳境；
另外一方面也体现了学生对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在线教学工作的高度认
可。 

在线学习效果自评方面。与线下教学的教学效果相比，71.36%的同
学认为在线教学学习效果能够达到在校正常学习效果的 70%及以上，认
为学习效果不理想的达到 16.31%,说明在线教学尚未能够达到线下教学
的学习效果，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结合学生所在班级进行交叉分析。认为“效果不理想”的比率中，
19 网络 1、19 网络 2 学生比例分别为 17.23%和 17.05%，一方面由于学
生并不熟悉在线教学模式，另一方面与需要做大量的预习准备有一定关
联。 

通过对学生每日学习时长的统计可见，每天学习在 6 小时的之内的
比率达 68.32%，显示我校线上教学课时安排比较恰当，基本符合教育厅

相关文件的要求。希望广大学生能根据学校的要求，在保证相对稳定的
学习时间投入同时 2，坚持适当的室内锻炼，保持良好的心态面对疫情。 

学生学习压力方面。从学生反馈的学习压力情况来看，能够正常学
习的比例达 88.24%，反映了在线教学开展以来，大部分学生都能有较好
的学习状态。同时有 12.24%的学生反馈压力非常大，需要进行有针对性
地关注。 

学生学习感受方面,见图 2。本部分调查为多选题，故各选项比率之
和大于 100%。从图上看，网上教学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回放，充分学习
难点重点，选择此项比例达到 18.97%。然而，网上教学最大的不足是学
习缺乏氛围，容易开小差，选择此项比例达到 16.60%。这些均说明广大
学生对在线教学的优缺点的评价相对客观。其中后 4 项感受较差原因，
尚待教师在以后的线上教学中设法克服。 

有 59%的学生反馈“平台卡顿，影响听课效果”，说明目前学生最
受困扰的就是在线教学平台的卡顿问题（如图 3），鉴于当前实际情况，
一方面学校须与平台提供方联系，争取对方更多支持，另一方面尚需教
师做好学生安抚工作。同时， 24%的学生认为“学习时间过长，精力不
足”。这个问题也教师及时关注，适当进行调整。此外，还有部分学生
反馈“教师对于课程重点不够明确”“反馈问题没及时解决”等。 

 
图 3 学生在线学习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图 4 学生最希望的公共课在线教学方式 

三、学生对于在线教学的期待与反馈 
从调查结果看学生期望每次在线教学课的时长均为 35-45 分钟，比

例为 50%左右。希望各任课教师合理安排课时长度，做到劳逸结合，充
分提升教学效果。 

从统计数据看（如图 4），学生在公共课在线教学上总体倾向选择录
播+直播混合”和“自主学习网络课+答疑”两种方式，应是这两种方式
更能展现公共课人数多时可回放反复学习的在线教学的优势。 

从统计数据看，学生在专业课在线教学上总体倾向选择“录播+直
播混合”和“在线直播”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更能展现专业课小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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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及时反馈的在线教学的优势，主要原因是专业课需要更多的直观体现
和更多的交流互动。 

在学生反馈喜欢的互动方式上。聊天框交流和弹幕交流两种方式相
对受欢迎，而选择论坛发帖交流的相对较少，各任课教师在选择互动方
式时可供参考。 

在课堂互动效果反馈方面。认为互动效果“很好”和“较好”的占
63.91%，互动效果一般的占比 30.37%，效果不太好和很不好的占比
5.72%。 

根据反馈，96.16%的学生认为能够完成作业，仅 2.74%的学生认为
无法完成作业，3.27%的学生认为作业没有难度。其中，53.25%的学生
认为作业有一定难度，但能够完成。这说明作业难度情况适中，以后的
教学中调整力度不需太大。 

与教师交流答疑情况。通过对教师指导和答疑情况的反馈，78.13%
的同学认为与老师交流答疑还是充分的，对教师的指导、答疑还是比较
认同的。但还有 18.7%的同学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指导和答疑，从侧面反
映了学生积极主动学习 3的愿望。 

教师关注学生反馈意见的程度。通过教师对学生意见反馈情况的关
注度来看，65.05%的学生认为教师很关注并回应学生的意见，说明我们
的老师对待大部分学生的问题均能给予重视，体现我校教师的敬业精
神。另外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认为老师对他们的问题关注度不够 4，期
望老师后续能更进一步给予重视。 

四、对互联网+教学工作的对策 
基于本次调研统计数据的分析和对学生主观意见的归纳总结，针对

疫期互联网+教学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1.密切关注学生学习状态，引导学生主动适应“互联网+”教学模式 
教师要通过不同渠道、不同角度对学生在疫情期间的学习状态进行

深入了解和全面把握，加强对学生的心理疏导工作，帮助学生尽快调整
心态，掌握在线学习方式，引导学生了解学习的意义，激发学习潜力，
增强主动学习意识和提高自律能力，有效应对疫情时期的学习，更主动
适应“互联网+”社会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2.根据学生特点，持续改进在线教学方式，完善教育资源 

教师要考虑学生在疫情特殊时期的客观情况，积极关注学生学习效
果，针对学生反馈的意见要高度重视。要适当精炼教学内容，以直播+
录播为主，适当提高在线交流答疑频率，留出更多时间互动，减少短时
间签到导致网络堵塞引起的体验不佳状况。通过平台课程为学生提供优
质的视频、课件和在线测验等，供学生自主学习。通过精心设计作业，
引导帮助学生高效率、高质量学习，及时为学生提供在线反馈和个别化
指导。 

3.持续优化教学平台建设，助力在线教学高质量推进 
教师应对接教学管理部门与各教学平台提供方保持密切联系，及时

反馈、督促平台改进工作。通过平台扩容等方式，保障网络流畅运行，
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同时，不断加强对平台数据的收集、分析和运用，
充分利用学习行为分析数据，了解学生在线学习情况，为教学管理和质
量保障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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