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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背景下学生线上学习的满意度及学习效果 
调查分析与对策研究

庞小佳 张潇文
（西安翻译学院 陕西西安 710105）

【摘 要】 2020年新冠疫情推动了高校线上教学的加速发展，线上学习满意度和学习效果将直接影响线上教学的推
进程度，通过调查发现，学生对疫情期间的学习满意度较高，学习效果不及学习满意度，但也处于中等
水平，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因素主要包含自身因素、教师教学和教学设备，建议从课前准备，课中互动，
课后反思及追踪督导三个方面提高线上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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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疫情期间大学生线上学习情

况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该问卷共包含 43个项目，分为
基本信息，线上学习满意度、线上学习效果以及建议与

意见共四大部分。其中线上学习满意度根据教学设计原

理，分别从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方法、教学准

备、教学过程和教学反思六个方面进行满意度调查。

1.2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包括西北大学、西安财经大学和西安翻译

学院四个年级的 1173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研，有效
回收样本总量 1173份，涉及专业涵盖理工类计算机科
学、网络工程、护理学专业、学前教育及英语教育专业。

2  研究结果及分析

2.1 线上学习满意度情况分析
在教学目标满意度方面，89.6%的学生对教师每堂

课的教学目标清晰度满意，89.1%的学生对教师课堂教
学目标表述情况满意，88.2%对教师设置教学目标的难
易度满意，88.5%的学生对教学目标的全面性满意。由
此可见，学生对线上教学的教学目标方面的整体满意度

较高。

在教学重难点方面，89.3%的学生对教师每节课重
难点内容的选择满意，87.7%的学生对教师对教学重难
点内容的说明情况满意，81.1%的学生对教师对教学重
难点的讲解方式满意，由此可见，总体而言，学生对线

上教学重难点的满意度较高，但相较而言，学生对教学

重难点的讲解方式满意度不如其他两项。

在教学方法方面，87.6%的学生对教师所选用的教
学平台满意，89.6%的学生对教师教学平台使用的熟练
度满意，88%的学生对教师线上讲课方式满意，87.3%
的学生对教师的课堂互动方式满意，87.3%的学生对课
堂互动频次满意，这说明学生对线上教学教师所使用的

教学方法比较认可，满意度较高。

在教学准备方面，88.7%的学生对教师上传到学习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后，以关注评教为起点的满意

度研究陆续出现，我国对学生满意度的研究更重视学生

对教育服务质量的评估。郑雅君等 [1]认为我国研究者应

将学生满意度研究服务于当下我国高等教育最关心的质

量问题，重视学生的感受和倾听学生的需求。黄雨恒 [2]

等发现，从大学生成长和收获满意度的调查可以反映学

生成长过程中的核心需要以及学校促进学生发展最有价

值的工作。由此可推，学生满意度是衡量教学质量的有

效指标。

2020年新冠疫情推动了高校线上教学的加速发展。
对许多老师来说，线上教学仍然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事物，

相比于熟能生巧的线上教学平台的操作技术而言，线上

教学的理论背景、教学设计与组织才是老师在零储备状

态下难以短时间掌握的，而这些因素又是影响线上教学

效果的关键因素，线上教学效果一旦崩盘，即将对线上教

学本身的发展带来危机。然而，若能够在线上授课中激发

教师的潜能，教学的一扇新大门就会被打开，随之带来的

是线上教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这将促使线上

教学和高校教育的教学改革出现良性的发展态势。由此可

见，线上教学效果是决定危机或转机的关键要素。

那么，如何研究线上教学效果就是本研究要解决的

关键问题了，唐双英等 [3]将学生的期末成绩作为学习效

果指标，分析了学生在线学习的总时长、练习习题数、 
练习知识点数、学习知识点数等线上学习指标与学习效

果的关系。 孔令娜等 [4]发现学生对平台操作功能的评价

不高，会成为阻碍学生有效使用网络教学平台的因素。 
周丙锋等建构了高校微课教学效果评价标准体系，包括

教学文本，现代教育技术和教学风格三大部分。由此可

见，对教学效果的考察主要包括学生的学习情况，学习

平台，以及教师的教学素养三大方面。这为本研究的问

卷编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研究在调查学生对线上教学效果满意度的基础上，

提出对应的改善策略。一方面有助于认清疫情期线上教

学效果的现状，客观地评估线上教学即将面临的发展形

势，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分析找出影响线上教学效果的

主要因素，为进一步改善线上教学效果寻找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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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教学资料满意，89.7%的学生对教师授课内容的
熟练度满意，91.3%的学生对教师课前各种教学准备情
况满意，这说明学生对线上教学教师的各种教学准备均

有较高的满意度。

在教学过程方面，89.9%的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实
践安排和把握情况满意，89.8%的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
方法满意，89.2%的学生对教师组织的课堂活动满意，
89.2 %的学生对教师发起的课堂互动满意，这说明学生
对线上教学的整个过程满意度较高。

在教学评价与反思方面，87%的学生对教师布置的
课后作业满意，86.8%的学生对教师的作业点评满意，
87.4%的学生对教师学习效果反馈情况满意，87.7%的
学生对教师的教学反思满意。这说明学生对线上教学课

后作业、反思和评价均较为满意。

综上所述，在线上学习期间，学生对教师的整个教

学工作均较为认可，相较而言，教师对教学内容重难点

的讲解方式需要进一步提升。在如此高的学习满意度下，

大学生的线上学习效果又如何呢？

2.2 线上学习效果分析
总体而言，学生的线上学习效果处于中等水平。具

体而言，77.8%的同学认为能够通过线上学习，较好地
对每节课所讲的主要知识点进行熟记；80%的同学能对
课堂知识有较好的了解；79%的学生能将线上所学知识
运用到所学专业的具体情境中；81.1%的同学通过线上
学习，对一些现象（事物）的观念和看法发生了变化，

81.7%的同学掌握了相关方法或技能；80.8%的同学认
为，通过线上学习的“课前预习 +课堂讲解 +课后作业”
模式，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更好；79.9%的同学通过线上
学习，对所学课程有比较全面系统的掌握；80.6%的同
学认为，线上学习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进行课程

的相关思考；78.5%的同学认为线上学习让自己有更多
机会参与课堂互动来表达自己的观点；70.5%的同学认
为线上学习让自己和老师的关系更亲密；83.5%的学生
认为线上学习让自己能够更好利用教师上传的课堂资源

进行课前预习；79.9%的学生认为线上学习让自己有更
多的渠道和老师进行交流和探讨，81.7%的同学认为线
上学习让自己能更好通过课后作业（测验、讨论）对课

堂知识进行巩固和练习。

由上述结果可知，学生线上学习效果尚可，但不及

线上学习的满意度，由此可见，疫情期间，学生线上学

习的主观感受较好，对教师的教学准备、过程、反思等

均持认可态度，但在教学效果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这

说明线上教学效果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2.3 线上学习效果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学生的回答进行分析发现，影响学生线上

学习效果的因素主要有自身情况、教师教学和教学设

备。其中，自身对线上学习效果的影响主要受自我管理

能力、学习心态、学习积极性、学习注意力等方面的影

响，同时还受制于学生是否有课本；教师教学对线上教

学效果的影响因素较多，包括教师讲课影响力、教师普

通话、教师情绪、课堂活跃度、理论和实践结合程度

等，同时教师布置的作业量、课堂互动情况、课堂吸引

力、预习资料的充分情况、课后习题巩固练习和课件的

完整度都会直接影响学生线上学习的效果；教学设备方

面对学生线上学习效果影响较大的是网络速度快慢、电

脑屏幕大小、平台流畅度，以及平台是否有录播或回放 
功能。

3  提高线上教学效果的建议

3.1 继续探索线上教学方法，完善线上教学准备
线上教学作为较为新型的课堂教学形式，极大提高

了教学活动的效率，克服传统教学困难的同时，由于线

上教学的特殊性，空间上的隔绝使得师生无法处于同一

空间交流，这种空间上的隔绝使得该种形式的课堂教学

难免会出现效率不高，教师课堂控制力下降等不良因素。

因此，教师应在课前进行周密的计划，准备充足的资源，

设想一切可能出现的教学情况。

3.2 重视线上教学独特的课堂互动及活动要求，
探索符合线上教学特殊规律的配套性互动活动
对于线上教学活动的完善需要我们重视线上教学的

特殊性，尊重其独特的课堂互动及活动要求，故教师需

探索符合线上特殊规律的教学方法，同时重视传统线下

“面对面”教学与“线上教学”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发掘出符合线上教学独特规律的教学活动，克服现阶段

传统教学方法在线上教学中的“水土不服”。

3.3 重视线上教学课后反思及追踪督导，做到“上
线亦上心”，“线上线下一样学，校内校外共联动”
线上教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在于效果难以测量，

多样化的教学环境使得教师对于教学效果的把握成了挑

战，线上教学若是缺乏完善的相应追踪督导机制，则很

难发挥其作用。故教师需探索建立线上教学效果的反思

及追踪督导机制，做到线上教学不放松，整合“线上 +
线下”教学考核机制，在遵守线上教学独特的规律的前

提下，做到教学“线上线下”一视同仁，建立关于线上

教学的完善追踪督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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