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2 Vol. 3 No. 05 2020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研讨与培德

疫情防控期间教师在线教学提升路径及调查研究
——以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谢家民　谢周焱　卓白云

（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213）

摘要：“互联网 +”思想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疫情开始之前，已经有了各类关于线上课程的探讨和研究。疫

情时期，“互联网 + 教育”深入人心，彼此融合，全面革新教学

方式方法，推动本科教育教学工作持续革新发展。本次研究针对

疫情防控期间教师在线教学提升路径及调查，以我院为例，调查

结果显示教师线上的教学质量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下是对如何

提升教学质量的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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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对象为我院所有线上授课教师，调查时间 2020 年 3

月 31 日 -4 月 3 日，通过向学院 103 位已在云课堂智慧职教平台

开展在线教学的教师发放问卷，共回收答卷 84 份，回收比例达

到 81.55%。经第一次审核，有效答卷 77 份，无效答卷 7 份（排

除有明显奇异点的答卷）。为确保问卷真实准确性，教学质量监

控与评价中心继续对 77 份有效问卷进行二次审核。经查全部有

效，故本次调查问卷有效卷 77 份，无效问卷 7 份，问卷有效率

91.67%，有效抽样率 74.76%。经分析整合，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如下：

表 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项目
77

人数（人） 所占比例（%）

性别
男 22 28.57%

女 55 71.43%

年龄

35 岁以下 46 59.74%

35 岁至 44 岁 30 38.96%

45 岁至 55 岁 0 0%

55 岁以上 1 1.3%

职称

教授 0 0%

副教授 9 11.69%

讲师 30 38.96%

助教 26 33.77%

其他 12 15.58%

所在二级

教学单位

智能产业学院 15 19.48%

游戏产业学院 20 25.97%

建筑工程系 12 15.58%

经济管理系 17 22.08%

公共基础部 13 16.88%

表 1 对本次调查的样本分别按性别、年龄、职称、所在二级

教学单位组成结构进行了描述。在性别方面男女比例为 1∶2.5；

在年龄方面 35 岁以下、35 岁至 45 岁、45 岁至 55 岁、55 岁以上

比例为 1∶0.65∶0 ∶0.02；在职称方面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比例为 1∶1.15∶0.35∶0；所在二级教学单位方面智能产业学院、

游戏产业学院、建筑工程系、经济管理系、公共基础部比例为

1∶1.33∶0.80∶1.13∶0.87。样本结构分布与云课堂智慧职教平台的

统计基本接近，因此，本次学院教师在线教学情况调查具有较高

代表性。

二、数据处理

本次问卷共有 32 道题，24 道单选题、7 道多选题、1 道填空

题。针对不同的方面设计了满意度、兴趣度、熟练度、相比度和

基本信息等类型的问题，其中，满意度共有 1 个问题，兴趣度共

有 2 个问题，熟练度共有 1 个问题，相比度共有 9 个问题，基本

信息共有 19个问题。统计过程中采用直接计数法，选 1次记 1数，

数量越多，该信息的被选率越高，调查完毕，对所收集的调查问

卷进行数据整理校验。

三、结果与分析

（一）教师在线教学情况调查结果与分析

1. 教师在线教学经验及工作量情况调查结果与分析

68.83% 的教师在疫情之前没开展在线教学，由此可见，我院

教师在疫情期间临危受命，不惧艰难，勇于担当；而且 87.01% 的

教师在疫情防控期间开设 3 门以内在线课程。

2. 教师在线教学使用的工具及平台情况调查结果与分析

分别从教师开展在线教学主要使用的工具情况、教师使用的

在线教学平台情况、教师使用的在线教学平台数量情况、教师喜

欢使用的在线教学平台情况、教师使用在线教学平台熟练情况、

教师掌握在线教学平台的使用技术主要来源情况、教师的在线教

学遇到的在线平台不畅通等各类技术问题情况等展开调查。

3. 教师在线教学授课方式及满意度情况调查结果与分析

教师在线教学授课方式多种多样，我们根据授课满意度结

果分析出：教师主要采取的在线教学授课方式有视频直播教学、

音频直播教学、在线研讨教学，分别占比 59.74%、54.55%、

54.55%，对比学生线上学习喜欢的教学方式主要是视频直播教学，

占比 77.99%，表明教师在线教学可以提高采取视频直播的比例；

教师喜欢的在线教学授课方式有，视频直播教学、在线研讨教学、

音频直播教学，分别占比 61.04%、54.55%、51.95%；98.70% 的

教师一般使用两种以上混合的在线教学授课方式；教师在线教学

的主要资源来源于自己制作的资源、云课堂智慧职教平台资源，

分别占比 92.21%、77.92%，表明教师更倾向于使用自己制作的资

源，随着在线教学的不断发展，教师可以考虑多利用公共教学资源，

减少不必要的教学资源重复建设，减轻备课压力；最后，仅有1.3%

的教师对在线教学的效果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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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在线教学与线下面授对比调查结果与分析

1. 教师认为在线教学难度与线下面授对比调查结果与分析

分析数据显示仅 3.9% 的教师认为在线教学过程中的要求低于

线下面授；7.79% 的教师认为在线教学完成教学目标容易于线下

面授；7.79% 的教师认为在线教学课堂管理容易于线下面授。

2. 教师在线教学花费精力与线下面授对比调查结果与分析

没有教师在线教学备课花费的精力少于线下面授，表明在线

课程建设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但随着不断积累、沉淀，教师在

线教学备课花费的精力预计将逐步降低；数据显示有 18.18% 的教

师在线教学师生互动环节次数少于线下面授；9.09% 的教师在线

教学批改学生作业花费的精力少于线下面授；1.3% 的教师在线教

学课后辅导与答疑花费的精力少于线下面授；教师认为在线教学

与线下面授相比学生出勤率高、低分别占比 25.97%、25.98%，基

本持平，这与学生开学第一个月日平均到课率 93.68% 相吻合。正

是教师付出的大量精力确保了，我院仅有 0.56% 的学生表示不能

及时获得课程的教学安排等信息；仅有 1.06% 的学生表示未能按

照教师的要求做好充分预习等准备；仅有 0.11% 的学生认为教师

线上教学的课前准备不充分；仅有 0.5% 的学生表示对学习内容有

疑问时未能及时获得教师答疑或辅导，学生对线上学习效果和收

获仅有 4.36% 表示不满意，良好的学习成效。

3. 教师对在线教学的认同与线下面授对比调查结果与分析

14.29% 的教师认为在线教学效果好于线下面授；14.29% 的教

师认同在线教学能够替代线下面授功能；10.39% 的教师不赞同疫

情结束后继续在线下面授中结合使用在线教学。

4. 教师对在线教学的建议

（1）线上教学有优点和缺点，对学生的自制力要求会更高一

些，很多人认为在线下上课效果好，其实如果是不想学的学生，

就算把他关在教室里，也会思路走神，所以热爱和兴趣学习才是

最好的老师，特别是大学生，当然老师要尽自己一切的努力让学

生兴趣和热爱学习。

（2）须分课程看待，有些课程适用在线教学，有些课程适合

线下教学。

（3）需要进一步深化线上教学工具的智能化生动化。

（4）学生缺乏管控，平台都有缺陷。对教师应该匹配的软硬

件支持不足。

（5）学生转专业后，同一门课程的学习记录无法保存。

（6）在线教学对学生的管控还是有一定难度。另实操的时候，

对学生的指导效率比较低，如果面授的话，可以面对面地指导学生，

所以实操类课程的线上指导仍需更有效的措施。

（7）在线教学对学生自主性学习能力要求较高。疫情原因个

别学生家里不具备硬件实训环境。

（8）在线教学需要教研室共同研讨每门课程的授课方式及学

生管理等多种问题，与线下授课配合使用，可以提升课程教学效果。

（9）在线教学需要学生有较好的自控自学能力，有时老师竭

力要求，但是学生不配合，不作为，也是很为难。

（10）智能辅助课堂教学。

（11）别在线了，学生隔着网络都不知道干啥，打游戏的吃

饭的和女朋友聊天视频的啥都有，没法管理。课程代刷的作业代

画的，都快一条龙服务了。

（12）多与师生交流教学情况。

（13）结合线上线下课程，这个提议表示支持。

（14）课堂互动效果不够理想，无法看到学生状态。

（15）理论课赞同使用线上教学，操作课的线上教学可当做

课堂内容补充。

（16）随时能够应对一些状况，多些耐心，用多种手段解决

学生的问题，做到让每个学生不掉队。

（17）希望可以根据不同的课程进行制定在线教学的要求，

给课程一些弹性空间。

四、结论与建议

本次的调查，通过教师对在线教学的经验及工作量情况、使

用的工具及平台情况、授课方式及满意度情况及对比线下面授等

方面主客观态度体验，明确了我院教师在线教情。以此为依据，

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与建议：

（一）学院教师线上教学情况良好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68.83% 的教师在疫情之前没开展在线教

学，在疫情期间临危受命，不惧艰难，勇于担当，大部分教师通

过学院的指导和培训、平台提供的使用手册或说明、平台技术人

员的指导掌握在线教学平台的使用技术，92.21% 的教师使用 2 个

以上在线教学平台，77.92% 的教师的在线教学中遇到的在线平台

不畅通等各类技术问题，可以很快解决，没有教师不熟练使用在

线教学平台，大部分教师积极开展视频直播教学、音频直播教学、

在线研讨教学，98.70% 的教师一般使用两种以上混合的在线教学

授课方式，仅有 1.3% 的教师对在线教学的效果不满意。这充分反

映了学院教师线上教学情况良好。

（二）教师认为在线教学相比线下面授难度更大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仅 3.9% 的教师认为在线教学过程中的

要求低于线下面授，仅 7.79% 的教师认为在线教学完成教学目标

容易于线下面授，仅 7.79% 的教师认为在线教学课堂管理容易于

线下面授，没有教师在线教学备课花费的精力少于线下面授，有

18.18% 的教师在线教学师生互动环节次数少于线下面授，仅有

9.09% 的教师在线教学批改学生作业花费的精力少于线下面授，

仅有 1.3% 的教师在线教学课后辅导与答疑花费的精力少于线下面

授，14.29% 的教师认为在线教学效果好于线下面授，14.29% 的教

师认同在线教学能够替代线下面授功能。这充分表明，教师认为

在线教学相比线下面授难度更大，现阶段在线教学不可能完全代

替线下面授，特别是B类、C类课程，在实训时更适合线下面授，

而且，在线教学无法模拟校园大环境，不利于形成学生之间相互

帮助、相互促进的良好学习环境，自习室、图书馆、实训室等设

施对学生产生的积极作用更无法体现。

（三）在线教学与线下面授可以结合使用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教师认为在线教学相比线下面授难

度更大，但仅 10.39% 的教师不赞同疫情结束后继续在线下面授

中结合使用在线教学，没有教师不熟练使用在线教学平台，仅有

1.3% 的教师对在线教学的效果不满意。从教师对在线教学的建

议看出，我院教师已认识到，线下面授与在线教学各有其优缺点，

随着师生观念的转变，技术的创新，特别是 5G 时代的到来，人

工智能技术的融入，在线教学的优点将不断增加，未来趋势很有

可能改变固有的教学形态。推广“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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