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2 Vol. 3 No. 04 2020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研讨与培德

浅谈线上教学中大学师生信任关系的构建
冯　平

（攀枝花学院，四川 攀枝花 617099）

线上教学以互联网为技术背景，以各种学习平台为系统支持，

具有教学便捷、反馈及时等优势，但也存在监管弱化，课堂氛围

欠缺等问题，在大学的线上教学中，师生信任关系的构建可以使

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规避，实现高质量的网上课堂。

一、师生的良好信任关系有利于保障线上教学效果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今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曾

一度导致全球 191 个国家中的 15.8 亿学生停课，占全球在校学生

总数的 91.3%。我国高校根据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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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积极

实施在线教学，“停课不停学”的比例达到 97.01%。经历过一个

学期的网课后，对于网上教学，大学师生从陌生到熟悉，从抵触

到适应，教与学的习惯、对网课的态度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

在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参与教学活动的能力得到锻炼提升的同时，

师生也都首次经历了新型课堂关系营造的过程。不同于中小学线

上教学的是，大学师生大部分都处于作为陌生人的“新教师”和

素未谋面的“新学生”在网上相遇的互动关系。而课堂教学是一

种特殊的沟通交往和教育表达。成功的沟通必须基于师生之间的

信任，如何在线上教学中营造大学师生信任关系，为课程学习打

下良好基础，值得认真研究和积极实践。

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成功的教学依赖于一种真诚的

理解和相互信任的师生关系。”罗西尔斯研究表明，学生受到教

师热情鼓励的时候更有创造性。德国教学论专家沙勒与舍费尔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教学过程是一种交往过程”，这表明研究

者已认识到师生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吴珺如、徐燕玲等

研究表明，高校师生的良好信任能够强化教师的敬业精神，有利

于大学生社会化的完成。此外，它还可以增强师生之间的认同感

和凝聚力，增进教学效果。研究表明，大学生群体在面对此次疫

情爆发时，心理健康状况受到了较大冲击和影响，因而在线上教

学过程中，教师更应关注大学生的心理疏导，帮助其建立安全感

和信任感，提升突发事件中的心理应对能力，为顺利完成线上学

习任务和保持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二、教师通过展示专业知识和教学魅力建立信任关系

在专业性、权威性方面获得学生认可，是建立信任关系的第

一步，通过课堂上的授课魅力，教师可以有效地吸引学生并巩固

信任关系。学生对教师的信任源于对教师的喜爱和尊重，以及对

于教师授课魅力的接受和认可。除了扎实的专业知识，在网络课

堂上老师还要有娴熟的授课技巧，可以将学生看做教育服务的重

要对象，将一堂精彩的课视作精神大餐、知识大餐，精心进行准

备和呈现，使广大渴望成长的大学生得到求知欲的满足。

要利用网络优势，打造充满信任的教学互动，增加课堂的吸

引力和趣味性。在网络环境中，课堂授课、师生讨论互动甚至批

改作业时使用恰如其分的网络流行语、幽默风趣的用词，表现对

于学生喜闻乐见的沟通方式的融入，能很好地拉近师生的心理距

离，获得学生喜爱和尊重。当然，要注意不能“硬”用，弄巧成拙。

幽默风趣的语言和风格，更能展现独特的教师魅力，吸引学生参

与在线课堂互动。

在线上教学中师生都会有些特别的心理体验，都希望在隔屏

学习中体验到轻松的乐趣，更愿意拥有有趣的课堂。成为有趣的

老师，把课上得妙趣横生又不乏深刻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

可以成为一位高校教师的不懈追求。哪怕只是在课堂上对学生的

表现或者作品进行点评这件事，也需要真诚又不乏犀利，需要旁

征博引，需要让学生体会教师饱满的情绪和认真用心，也要感受

学生的心理变化，予以引导帮助，鼓舞斗志。对于一名普通的大

学教师而言，这是一次学习的契机，挑战陌生的主播角色，也是

教师本人有趣的成长经历。

三、通过关爱学生心理健康和加强学情研判来深化信任关系

学情分析伴随现代教学设计理论而产生，是教学设计系统中

影响学习系统最终设计的重要因素之一。现代教学设计理论认为，

认真研究学生的实际需要、能力水平和认知倾向，为学习者设计

教学，优化教学过程，可以更有效地达成教学目标，提高教学效率。

在疫情时期，对学生心理状态进行调查和研判有着特殊重要性。

无论对于大学教师还是对于大学生而言，网课和疫情都使一

个平凡的学期变成特殊时期，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年青的大学生

在心理和学情都会发生值得关注的变化，因此在网上教学开始前

和教学中，都要关注健康心理的引导，重视学情研判。根据笔者

调查，该学期所任课班级学生中有 49% 的学生以手机作为唯一上

课工具，40% 以上家庭无 WiFi，需要通过购买流量上课。在使用

手机上课的同学中，有 75% 以上的同学经常遇到全天在充电状态

下使用手机、手机在多个软件切换使用时死机、高温发热、自动

重启、提交作业遇到困难等情况，还有少数同学遇到家里停电导

致无法上课的意外。这些状况都导致极易引发学生情绪波动，产

生焦躁、倦怠、无力感等消极体验。

为了使学生能真切感受到来自老师的鼓励、帮助、体谅和爱护，

老师应该多措并举。

（一）在课程直播或者录播中露脸，以微笑的表情，坚定的

眼神，亲切的话语带给学生互动感十足的关切，在聊天区或者使

用语音、视频与学生开展即时对话和讨论，并注意关于是否开启

摄像头互动，要充分尊重学生意愿，保护隐私，不做强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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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上教学的 PPT 课件的字体调大，提醒学生注意保护

视力，注重用眼卫生，可以采用缩短一节课的时长，增加课间休

息次数的方式，引导学生做好保健和体育锻炼。遇到一些可以让

学生使用听力学习的内容，可以尝试间歇性地减轻学生的视力负

担，解决用眼过度、身心疲累的问题。

（三）了解学生学习和成长需求，关照学生的自我表达。笔

者在教授实践性课程的过程中，安排了课堂展示交流环节，一方

面鼓励学生展示个人设计的作品，引发讨论，不断完善，另一方

面面向学生开展调研，征集主题，自愿报名，在课堂中安排开放

性环节，鼓励创新创意，学生就自己关心关注的主题进行准备和

策划主持，组织课堂互动，同学们的灵动活泼使课堂呈现生机勃

勃的气象，也使学生受到全面的锻炼，提高了线上学习的效果，

受到学生的热切欢迎。

（四）有机融入课堂思政。大学课堂不仅是学习知识的地方，

更是不断形成完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除结合

疫情期间常见心理问题进行情绪疏导，关爱呵护学生的身心健康

外，还可结合我国在抗疫战中取得的成就和为世界做出的贡献，

使学生提振信心，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和家国情怀，强化社会担当

的责任意识。

四、以基于责任的课堂管理强化师生信任关系

（一）对学生学习效果负责

有人将隔屏相对的网上教学比作隔靴搔痒，总是有劲使不出，

不能酣畅淋漓尽情表情达意，于是淡漠处之，但求动作到位，却

不能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负责。事实上，网上教学也有其独特的优

势，基于教育责任对网络课堂进行有效管理，将直播与录播相结

合，可使学习效果更加有保障。因疫情突至，学生没能拿到教材，

为了做好预习，教师可提每前录课，将一节课可录成若干小段，

在课前将教材照片与录制的视频发给学生。上课时播放一段视频，

就开展有针对性的讨论或提问学生，课后针对学生疑问，随时在

线答疑，巩固学习效果。

（二）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拓展学生学习的幅度，深化学生

对课程的理解，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慕课等平台有非常丰富和优秀的教学资源，可结合教学设计

充分进行利用，使预习、复习、课堂节奏张弛有度，学习素材和

形式多姿多彩。

目前，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知识传递教学范式正在

向立足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新教学范式转变——教师作为知识建

构及探索发现的组织者、引导者、行动中的首席，通过推荐或提

供学习资源、工具，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帮助学生构建知识并提高能力。这是着眼素养提升的深度学习方

式，可使以前的从浅层认知到深层的认知与技能学习，转变成问

题导向式、项目式、任务式学习甚至是跨学科学习，为学生自主

学习、发展创新能力带来契机。

（三）适度监管。高质量的学习活动不只是认真听讲

疫情期间，教师通过直播让学生学习，这实现了教学的最基

本运行，但学生的学习效果能否得到保证，或在多少程度上得到

保证还没有得到证实，因此就需要有效的保障措施。在教学过程中，

尤其是每次开始授课之初，有必要表达对进入直播或者网络会议

室的成员数的关注，通过学习委员、小组长等与迟到、未到者进

行互动，展示严格、严谨的课堂管理风格。

通过软件签到、合作学习等方式，建立及时反馈机制，可了

解学生学习状态和效果。以学生为主体，采用翻转课堂观察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情况，通过学习通、钉钉家校本等线上提交作业，

可通过即时评语促进师生对话，发现和解决学生学习中的困难和

疑惑。笔者一般第一小节课使用钉钉直播功能，尽量做到态度亲

切和蔼，语言风趣。课堂展示环节一般于第二小节在腾讯会议室

进行，以学生为主深入参与课堂互动，使知识技能的学习更加扎实。

（四）对课程学习进行组织化管理

在开课之初招募课程学习委员会成员，建立钉钉群，进行工

作分工，对班级的课程学习提供志愿服务和组织保障。每班成立

助理团，接受自愿报名，民主产生团队负责人，将分工细化，协

助老师完成课程学习和班级管理工作，提高每个学生参与度。课

后会布置小组分工合作的作业和部分理论作业，结合课程展示交

流，趣味性较强，学生积极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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