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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高职院校线上教育教学现状调查分析 

——以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为例 

谭晓玉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52900）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教学要求，全力保障高等职业教育的正常教学

秩序，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启动线上教学方式进行授课，在夯实线上教学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开展形式多样、灵活生动的中医

药特色线上教学活动，并对线上教育教学活动进行调查分析，总结经验，顺应并满足当前抗疫形势下高职院校线上教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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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疫

情期间“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要求，高职院校传统的班级课

堂面授教学模式全面转向在线远程教育前沿，转型过程面对的挑战

和机遇前所未有。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坚持抗疫教学“两手抓，

两手硬”方针，依托职教云系统平台在极短时间内搭建了设计一体

化、课程结构化、教学资源颗粒化的线上教学平台；开展了有史以

来规模最大、上线课程最多、覆盖人数最广的线上教学，对前一阶

段学校创新强校工程“5G+智慧教育”的信息化教学体系改革建设

成效的一次集中展示和检验。 

为了解学校各二级学院线上教学情况，快速摸清当前线上教学

面临的难点、痛点问题，听取我校师生对于疫情下，现阶段线上教

育教学开展情况的意见与建议，学校成立线上教育教学课题调研

组，依托麦可思线上平台，从 3 月 6 日开始，先后发布了《广东江

门中医药职业学院线上教学情况调查问卷》教师版和学生版，开展

线上教学调查，研究线上教育教学对学校目前正在开展的基于“5G+

智慧教育”理念的信息化教学体系改革、师资队伍建设、课程标准

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方面的促进作用，总结经验，形成疫情

期间线上教学调查报告成果。顺应并满足当前抗疫形势下高职院校

线上教学的需要，并为其他高职院校开展线上教育教学活动提供参

考借鉴。 

一、 线上教育教学活动基本情况 
职教云平台大数据报表显示，自 2020 年 3 月 2 日开展线上教

学以来，学院 232 名教师在职教云建课，开设 6731 人次课堂教学，

开展签到、线上抢答、讨论、投票、头脑风暴等课堂活动 1648 个，

上传课件 3411310 个，批改作业 469739 次，批改试卷 104188 次；

全院学生累计登陆 4583030 次，平均按时到课率 86.47%，完成作业

24847603。 

麦可思平台统计，本次调查累计有 9713 人次浏览，收到有效

反馈 6278 人次。调查学生主要为 2017 级、2018 级和 2019 级，涵

盖学院开设的 3 个二级学院专业，18 个专业，其中护理临床学院学

生占 46.24%，中医学院学生占 18.46%，南药学院学生占 22.67%，

医学检验学院学生占 12.63%。 

参与调查师生中，2017 级学生 820 人次，占 13.59%；2018 级

学生 1650 人次，占 27.34%；2019 级 3563 人次，占 59.06%；参与

调查教师为 245 人次。 

二、 线上教育教学活动现状及效果 
本报告为在线教学情况调查数据报告，报告分为调研线上学习

条件调查、线上教学方式调查、线上教学认可度与教学质量调查、

线上课程资源调查、线上教学改进意见 5 个部分，具体内容报告如

下。 

1.线上学习条件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72.49%可以正常上网学习，完全不可以的仅占

1.06%，开展线上教学基础具备，线上学习的困难主要集中在： 

（1） 网络卡顿，教学效果差； 

（2） 家庭干扰太多，无法安心学习； 

（3） 电子设备对教学效果影响较大，其中电脑教育教学效果

最佳、其次是 ipad，效果最差的是手机，但使用数量最多的是手机； 

（4） 缺少课本教材以及辅助教学资料； 

（5） 实训教学完全无法开展，中医专业和医学检验技术类等

实践操作为主的专业课程仅凭单纯的理论教学远远达不到教学效

果； 

（6） 师生课堂交流不畅，课堂陌生感强烈，迟迟不能进入学

习状态。 

2.线上教学方式调查 

据调查统计分析，84%的教师是初次接触线上教学平台，使用

职教云比例最大，达到 96%以上，除了使用职教云平台外，教师普

遍与钉钉、微信或 QQ 群直播授课相结合，这与学校目前正在与职

教云平台开展深度合作有很大关系。在此疫情之前，几乎没有教师

使用过钉钉课堂进行面授教学辅助，疫情期间，很多教师采用钉钉

课堂进行直播教学，这与这次疫情下定钉钉课堂直播的稳定性有很

大关系。教师们采取的直播授课活动中，用钉钉课堂“直播授课”

占 28.36%，用“微信直播+“微信群答疑和讨论”占 36.42%，用“QQ

课堂直播授课+qq 群答疑和讨论”占 5.62%，用“职教云平台课程

资源+直播答疑讨论”占 29.60%。 

调查数据显示，师生互动、辅导答疑最常用的沟通方式非微信

莫属，占比达到了 97.67%。课堂直播视频是学生最喜欢的线上教学

方式，占比为 84.76%，课堂直播可灵活运用线上交互策略，利用异

地实时在线、弹幕、讨论、提问、基于任务驱动的小组活动、抢答、

在线测试、将学生画面或语音随机切入直播等多举措实施探究式深

度学习，提高了学生参与度，增强线上学习的真实感和现场感。 

3.线上教学认可度与教学质量调查 

由于中医药类课程教学特点，师生均习惯传统的“课堂教学+

实践教学”模式，线上教学模式认可度的调查结果显示，97.66%的

教师不认可线上教学模式可替代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针对线上教

学质量，教师与学生的认知差异也比较大，与传统面授相比，学校

教师认为本次线上教学的效果和面授差不多的占 23.67%，不如面授

的占 68.46%。 

不可否认，线上教学活动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调查发现，教师们普遍认为，线上教学只是特殊环境下，不得

已而为之的临时教学措施。疫情恢复后，正常的的教学秩序就会恢

复。故在前期线上教学活动中，教师们更多出于完成教学任务的心

态，重点在于教学任务的完成度，而忽视了线上教学资源库和精品

在线课程建设。线上教学活动存普遍在的问题如下。 

(1) 线上直播课程太少，对线上直播教学困难认识不充分，各

种状况频出。 

(2) 教学资源库、线上精品课程建设数量远远不够 

(3) 信息化、网络化教学手段不熟练 

(4) 线上教学理念转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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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于线上教学模式可代替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认可度占

12.37%，较为认可占 28.85%，不认可的占 58.78%。但同时，94.7%

学生对线上教学质量比较满意，仅有不到 3%的学生对线上教学质

量不满意。反应出学校各二级学院普遍能够组织教师认真完成了线

上教学的准备和组织，各专业课程均以线上教学的方式有序按教学

计划推进。虽然疫情期间，让教师们把课堂从教室搬到了线上，但

从调查结果来看，教师们课堂职业操守和敬业负责的态度没有变，

仍专注于教书育人，任课老师大多数都能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推进线上“三教改革”，多途径多形式增强课堂

吸引力，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打造“线上精品金课”，提升“教”

和“学”的质量。 

4.线上课程资源调查 

线上课程资源调查结果满意度评分为 3.84；课件 PPT 满意度评

分为 3.81；课件与习题匹配度评分为 3.75 与全国高等学校质量保障

机构联盟（CIQA）疫情期间高校教师线上教学 334 所高校调查报告

《全国高校线上教学状况及质量分析报告》数据相吻合。 

5.线上教学的改进意见 

线上教学最需要加强（改进）意见从调查结果看，学生认为首

先是加强对线上学习方法引导，其次，提高现有教学平台的稳定性，

完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资源建设，再次丰富教师和学生沟通渠道，

增加线上教学师生互动。 

在前期的线上教学过程中，一些教师采用了“直播+课程资源

包”的线上教学形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收到了学生的热烈

欢迎。实践证明，直播互动可以在教学活动过程中更好地采用启发

式、探究式、体验式等方式，同时也能及时发现学生在学习中的问

题并予以解决。课程资源包则可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个性化学习。

对于学生反馈的不适应网络课程的学习方式，作为抗疫期间的新生

事物，线上教学还面临着很多困哪与不足，学生还习惯于传统的教

学活动，对于线上教学，还有一定的不适应，为此，学校将积极鼓

励教师与学生一起，主动探寻适合的教学策略、学习方法，在实践

中思考，在思考中改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同时，学校将在

学生返校后通过强化集训模式将线上教学的知识重难点予以巩固

强化，强化重点在于加强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教育。 

三、 后疫情时代下，线上线下教育教学改革措施 
随着各地高职院校复学的全面推进，教育改革发展面对的挑战

和机遇前所未有，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职院校教育发展的

新趋势、新理念、新技术、新问题层出不穷，我校师生对推动线下

线上教育常态化融合发展认知高度一致。后疫情时代下的教学改革

重点、难点必须立足线上、线下教育综合改革，系统谋划，统筹推

进。 

1. 加快推进线下与线上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加快探索教育教学

多样化、常态化、智能化、个性化新形态、新模式； 

2. 全面加强教师在线教育教学实施能力和基本网络技能知识，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课程与教学改革和教育评价体系建设，优化线

上教学资源质量，努力实现线上教育资源精准供给； 

3. 组织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加快构建“线上线下融合”、“以

学生为中心”的共享型优质教学精品资源库；扩展学习渠道，丰富

课程资源；多措并举提升教师教学多样性，师生教育互动性、学生

学习自主性 

4. 抓住“新基建”战略机遇，加强与教育部门、互联网机构、

在线教育企业、行业协会组织、用人单位等社会力量的良性互动，

立足线下与线上教育融合的迫切需求，进行前瞻性规划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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