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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高校外语课程在线教学实践探索 

‐‐以日语专业教学为例 

张晓敏 

（温州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00） 

摘要：疫情期间我国在各大高校大范围的实施了在线教学，各地高校学生陆续返校，各高校也随之开展后疫情期间在线教学、
混合式教学等。后疫情期教学应及时总结疫情期在线教学经验，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为突发事件下的在线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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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北京接连发布雾霾红色预警，中小学校停课。依

照北京市教委“停课不停学”的要求，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尝试
将 Zoom 在线会议系统引入教学，蔡磊（2016）称该附中实践探索
利用 Zoom 在线会议系统创新教学后发现，通过在线会议系统学校
实现了停课期间学生在线听课、师生互动交流等教学环节，教学过
程非常接近日常课堂教学。认为此种教学方法具有高度的可控性和
操作性，可以弥补“微课”等方式的不足。 

2020 年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学校响应党中央号
召，“停课不停学”，实施全在线教学，也让整个社会高度关注在线
学习。 

疫情期间笔者于 2020年 2 月-2020年 4月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
纯在线教学，并就疫情期间在线教学情况进行电子问卷调查（匿名
进行），调查对象为 W 大学日语专业二年级 18 名学生，其中女生
15 人，男生 3 人。 

本调查内容涉及疫情前后学生对各门外语相关课程的满意度
调查及对在线教学的认识等，调查可得知以下结果： 

首先，就直播、录播、直播加录播、其他等四种授课形式的认
可度，学生给出了表 1 的回答（表 1）。 

表 1  日语专业学生对外语类课程授课形式的认可度 

课程名称 直播 
（人数） 

录播 
（人数）

直播加录
播（人数） 

其他 
（人数） 

基础日语 9 0 8 三者均可 1

日语阅读 6 4 7 未选择 1 

日本概况 8 4 6  

日语听力 11 1 6  

日语会话 12 0 6  

大学英语 5 2 10 直播或录播1

由表 1 可知，日语课程中调查对象最认可“直播”，其次为“直
播加录播”，纯“录播”认可度较低。究其原因，选择直播的学生
认为直播可以实时提问交流，课堂效率更高；同时最接近线下课，
更有课堂参与感；此外直播时对注意力要求更高，更能监督学生。
选择录播的学生主要考虑到回顾更便捷，可反复观看的点，且不受
拖堂影响。选择直播加录播的学生给出的理由结合了前面两种形式
的优点，且受网络状况影响比直播小。该调查对象班级在疫情前未
有实施过在线教学，疫情期间是首次体验，可以看出学生对在线教
学的接受度还是比较高。此外课堂输出更多的“日语会话、日语听
力”等课程，更多学生选择了直播，因为直播互动更及时。而大学
英语课程选择直播加录播的学生是直播的一倍，学生认为录播可反
复去观看，因网络等其他因素未完全掌握的内容可通过观看录播反
复学习。 

其次，排除网络稳定性因素，就直播课最重要因素的调查，学
生给出了以下选择结果：授课内容（7 人）、操作便捷（7 人）、师
生互动（5 人）、生生互动（2 人）、文字互动（4 人）、音声互动（3
人）、上课环境（3 人）。通过该项调查结果可知比起教学方式，学
生更在意教学内容，这点与先行研究一致。管恩京等（2020）研究
表明对混合式教学效果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教学内容”，而非“教
学方法”。在“教什么”和“怎么教”这两个核心教学问题上，不

能只强调引入新技术、改变教学环境等，而应该加大对教学内容的
改革力度。“停课不停学”不停的正是“教学内容”，这就对任课教
师备课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关于线上课环境，13 人表示“家里”最佳，理由有家里
干扰因素少、自由度高、更安静等。4 人选择“学效教室”，认为教
室更有学习氛围，不容易放松走神，且有同伴在更有竞争意识。选
择“学效寝室”的 1 人称寝室舒适且有同学间的监督和压力，家里
太舒服容易开小差。从结果可以得出学生对纯线上教学存在的环
境，有传统线下教学无法实施的“家里”这样的环境进行的倾向。 

第四，就在线学习平台及软件，调查对象体验了“超星学习通、
钉钉、ZOOM、腾讯会议、晓黑板、在浙学”等，其中认可度最高
为 ZOOM（14 人），据调查其所上科目中，日语课程多用 ZOOM，
师生操作经验更丰富，且该平台比较稳定。 

据教育部统计，疫情期间，我国 103 万高校教师在线开 107 万
门课程。高校在线教学实践全区域、全覆盖、全方位，实现了“停
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截至 5 月 8 日，全国 1454 所高校开展在
线教学，103 万教师在线开出了 107 万门课程，合计 1226 万门次。
参加在线学习的大学生共计 1775 万人，合计 23 亿人次。疫情期间，
我国在线教学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是世界高等教育史
上前所未有的创举，也是世界范围内的首次实验，探索了在线教学
的新实践，形成了在线教学的新范式。 

4 月底以来，国内疫情形势好转，各地高校学生陆续返校，各
高校也随之开展后疫情期间在线教学、混合式教学等。后疫情期教
学应总结疫情期教学经验，取长补短。 璘璘杨 （2019）针对高职学
生外语类课程的混合式教学进行的研究表明在混合式课程改革中，
教师的作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显得更为重要，纠正了“互联网+
教育”会取代教师的观点。教学评价越清晰，越有助于学生将教师
的教学目标和内容跟转换为自己的学习目标和内容，学会为自己的
学习负责。确保混合课程教学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教学模式和机制。
教育部 5 月 14 日最新发布的在线教育情况，复学后在线教学将从
“新鲜感”走向“新常态”，但保证教学质量仍是重中之重，要求
所有省市和所有学校，都要实行线上教学质量周报制度，每周进行
一次评估。 

展望未来,我国大学外语教育应进一步推进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开展混合式教学研究与实践、构建科学评价体系、推进中国特色大
学外语教育理论建构与研究,为实现高水平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创
造良好条件。如今国际交流日趋紧密，希望本研究可为我国高等教
育外语类课程后疫情期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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