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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20年突如其来的一场新冠疫情使得全国各地学生暂停进校

上课，教育部提出“停课不停学” 使全国２．７亿大中小学生能
够及时通过在线平台学习及时进入学习常态。高等院校由于其学
生大多数来自于全国各地，流动性极强，更无法进校进行学习，在
线教学成为高等院校学生在疫情期间进行异地学习的主要方式。

2　高等院校在线教学平台实施状况
在线教学主要包括直播教学和线上教学资源，学习通、雨

课堂、钉钉 直播、云端课堂、腾讯会议、中国大学 M O O C、
ZOOM等成为高校教师主要使用的在线教学平台。但是，由于疫情
突发，线上教学平台的使用也因为突发原因而被大面积推广，不
管是从教师，平台建设还是学生使用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表
1 是将各个教学平台的优缺点进行简单总结：

表1         高校主要教学平台优缺点

从图1中对于各教学平台的优缺点总结可以看出，每一种教
学平台都有其优缺点，因此教师在使用线上教学平台的过程中，
不能单独只是运用一种教学品台，应该结合不同平台的优缺点合
理进行组合使用，当然也不能所有的教学平台都频繁使用，这样
可能会影响上课的效率，降低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3　在线教学平台教学效果标准构建
在线教学的发展，不仅仅是疫情背景下停课不停学政策的需

要，也是信息化时代发展的需求，是学生学习方式多样性、丰
富化、个性化发展的选择。在线教学平台的使用也是今后高校
教学的必要手段和方式，因此提高在线教学的质量水平，构建
在线教学效果评价指标，成为提高在线教学质量的必要选择。
根据在线教学的特征，提出从三个角度进行评价指标的构建：
教学主体评价标准、教学过程评价标准和教学结果评价标准。

3.1教学主体评价标准
（1 ）在线教学平台。平台设计成熟、运行稳定是进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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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院校；在线教学平台；教学效果评价
【基金项目】2020年11月立项；重大疫情期间高校线上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与实践对策研究，福建省“十三五”教育规划课

题（FJJKCG20-095），2020年 11月立项；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教改项目：PBL教学法在独立院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jx180801）。

线教学的基础。相应的评价标准应包括：网络运行是否安全稳定，
用户信息是否得到保护，用户自主学习、教学评价、答疑、留言、
互动、反馈信息提醒等环节设置是否齐全好用。

（2 ）在线教学平台教学资源。相应的评价标准包括：来
源是否正规，教学案例是否典型，教授知识是否紧扣专业，价值
导向是否正确，是否是金课等。

（3 ）教师。作为在线教学的主导和实施者，相应的评价
标准包括：教学专业技能、教学态度、教学平台使用熟练程度与
技巧、突发问题处理能力、学生管控能力。

3.2教学过程评价标准
（1 ）教师形象及语言表达。在线教学，教师多在家中进

行线上直播课程，相应的评价标准包括：教师个人形象、直播过
程言语清晰表达程度、讲授知识是否有感染力及交流感。

（2 ）教师教学设计。相应的评价标准包括：教学方法是
否丰富，是否将问答法、讲授法、测试法、自主学习等多元方法
组合使用，教学内容是否由浅入深、是否有启发性、是否能够安
排得当。

（3 ）师生在线互动及反馈。相应的评价标准包括：教师
是否设置讨论、问答等互动环节、学生是否及时签到、参与课堂
讨论、作业等、老师是否能够及时对学生不良学习行为进行监控、
学生是否能够及时对教师的教学做出反应、教师是否能够随时应
对学生问答、教师是否能够对学生作业及问答进行点评。

3.3教学结果评价标准
（1 ）学生专业知识获得情况。学生在线平台学习，是否

能够获得专业前沿、经典、系统的知识、是否能够理解专业知识、
是否能够扩展专业知识。

（2 ）学生综合能力发展。通过在线平台学生，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语言表达能力、搜集、整
理分析资料能力是否得到锻炼、学生的人生态度是否积极发展。

在线教学评价标准的提出是了解在线教学效果、促进在线教
学质量提高的重要手段，而在线教学作为新兴的教学模式更需要
科学、全面、客观的教学效果评价标准；全面可行的教学效果
评价标准可以为高校在线教学的实施和改进提供科学依据，促进
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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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学平台 优点 缺点

学习通
课程建设方便，课程

资源丰富
网速运行容易受影响导

致卡顿

雨课堂
教师熟悉，操作方便

简单
无法进行视频交流与互

动

钉钉直播
直播方便，弹幕互动

受欢迎
易卡顿，无法语音交流

云端课堂 交流方便 容易卡顿，受众面窄

腾讯会议
使用方便，受众面
广，可视频互动

教师熟练度低，对相关
操作不够熟悉

中国大学MOOC 教学资源丰富 教无法进行视频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