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7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传统课堂教学一直是学龄阶段的青少年的主要知识获取途
径，网络课程学习一直作为辅助手段出现。大家对于学生居家
进行网络课程学习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的人认为学习的网课学习
可以满足多元化需求，有的人认为网课学习无法与学生进行师生
交流反馈，学习的效果并不好。因为对于中职类学生的网课学
习的现状和有效性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以电子问卷的形式
进行调查，旨在利用数据真实的分析并反映学生在网课课程学习
中的真实态度，以及他们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优化提高网课
质量奠定基础。

1　网课的有效性研究及网课存在的问题
本次研究主要采取电子问卷的形式进行，以微信小程序问卷

星进行编辑，并实时回收问卷，主要问题设置包括：网课学习设备
的使用、网课学习时的交互情况以及网课管理等四方面进行。

1.1网课学习的主要软件平台和硬件设备
中职学生网课学习设备主要包括软件平台和硬件设备两方

面。问卷主要经过调查后选取了最常见的几种作为主要选择，
同时也增加了可以填空编辑的选项，增加问卷的灵活性。软件
平台主要包括钉钉、QQ、抖音（快手）、腾讯课堂等四个主要平台。
其中钉钉的使用率最高、其次的QQ和抖音。腾讯课堂使用的人相
对较少。而在学习设备的选择中多以手机为主、平板为辅助，只
有少数选择电脑学习。具体占比如下表所示：

表一     学生网课软件平台使用情况

表二     硬件设备使用情况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在软件使用上种类比较多，由于学
校的要求以及学校不同年龄段的老师对各个软件的熟悉程度都有
不同，所以在选择时就出现了多元化。但是由于不同老师选择的
软件不同，导致学生手机里装满了各类App，在课程学习时容易混
淆。而且由于科目繁多、软件繁杂，学生很少有时间去研究网课
内的其他功能。由于手机的便利，近87%的学生都选择了手机进
行学习，长时间面对手机较小的屏幕不仅会造成视力疲劳，而且
容易注意力不集中。

1.2网课学习时的交流互动
学习时的交流互动，不仅可以通过实时的反馈看到学生的掌

握情况，还可以通过实时的交流提醒分心的同学,做到有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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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交流主要包括学生和学生的交流、学生和老师的交流等多维
形式的交流。网课学习时的交流互动主要问题设置分值为0-10
分，以滑动条的形式进行。10分可划分为4个不同的满意梯度：
极度不满意，不满意，满意、很满意。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在网课期间，可以看到学生与学生课下交流学习问题比较
少，整体满意度比较低，而且不满意人数明显增加。学生相对满意
度较低的还有就是课上的发言，由于无法直观看到学生的表现和微
表情，所以回答问题明显会低于实体课堂。同时，对于师生的课上
交流和课下交流都有不同程度的不满意，说明整体网课的师生交流
次数明显减少。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现在的直播平台的交流
多限制于在线聊天室，或者评论区，学生无法进行个别化交流。

1.3网课期间课程管理
网课期间的课程管理，主要包括学生的自主管理和老师的管

理。其中自主管理包括学生能否独立完成作业，学生能否准时参与
网课学习。老师和学校的管理包括：老师是否点名，课程是否完整，
是否准时上下课等三个方面。其中有12%左右的学生表示他们有过
复制作业的行为，原因在于复制操作简单，自己做并上传过程比较
繁琐。同时在调查中发现老师由于各种原因出现过未准时上下课。
而对于这些行为都缺乏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不论是老师还是学
生，都会慢慢地放松对自己以及整体教学的重视程度。

2　有效网课教学策略
有效网络课程策略研究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2.1利用社交软件，并借助科学技术有效与学生进交流
利用现有的社交平台，不仅可以进行PPT播放，声音的实时

传输。以腾讯课堂为例。多以Q群课堂，就是通过QQ群来进行实
时授课，它还可以进行课件分享，电脑桌面(2013及以上版本)共
享、另一类是凭借各种常用社交软件实时交互，良好的音视频能
力等特点开发，同时，在讲授时，可以进行多窗口视频，老师就
可以通过学生的微表情就行判断他们的掌握情况。

2.2完善网络教学平台的功能
现在的网络平台多以针对交流的较多，而主营学习教育直播

的软件相对较少，而且功能不够完善。可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进
行进一步的开发利用。网络教学平台的完善不仅可以很好地做好
课后评价，同时也可以统一教学软件的使用，便于老师和学生的
集中学习，为网课更好的服务。

2.3完善网课管理体系
网课的管理包括对教师的管理和对学生的管理。学生的管理

主要是老师进行管理，学校也应该出台在网课期间对老师的管理
办法：包括老师的课程安排、老师的考勤问题以及相关教师的奖
惩办法，只要做好老师的约束，才能保证课堂的高效，老师准时
上下课，才能进而要求学生形成良好的时间观念。而且对于网
络上传的作业需做明确的时间规定，让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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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类型 钉钉 QQ 抖音（快手） 腾讯课堂

占比/% 52.5 22.6 23.5 1.4

硬件类型 手机 平板电脑 台式电脑 电视等其他设备

占比/% 87.8 12 0.2 0

交互种类 极度不满意 不满意 满意 很满意

网课发言/% 2.7 25.4 42.5 29.4

师生课上交流/% 2.1 3.6 42.5 51.8

师生课下交流 3.8 5.7 46.4 44.1

生生课下交流 15.7 23.8 34.5 26

表三     网络课程交互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