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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专递课堂中远程教学的实效性
李世财　张红艳

（泰来县职教中心教育学校，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2400）

摘要：为实现教育均衡发展，专递课堂为薄弱学校因师资匮乏而无法开齐国家规定课程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专递课堂的实现需

要借助远程教学的模式。通过对专递课堂实施案例的研究，总结远程教学在专递课堂中的作用及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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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递课堂的涵义

“专递课堂”是指由拥有相对丰富教育资源的城里或乡镇中

心学校安排专职教师，通过先进的远程教育媒体，同时给几个教

学点学生进行异地网络授课，让教学点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提高教学质量。专递课堂为身处异地的师生建立了沟通的桥梁，

促进了教育的均衡发展。

二、专递课堂的实现

我校利用“洪合实时交互网络教学平台”，不仅实现了实时

视频交互、课堂笔记白板回放的目的、它还支持多名学生同时操

作的在线教学。来自不同学校和地区的老师和学生可以像在同一

个教室一样进行互动学习。该平台还具有强大的课堂录像功能，

所有课堂视频、音频、数据交互过程均可录制成标准课件，打破

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供学生按需学习。“专递课堂”运行的基本

模式如下图：

图 1“专递课堂”的运行模式

三、运用远程互动教学，实现“专递课堂”

（一）“专递课堂”增强教学效果实用性

教师在直播课堂中，既是知识的传播者，又是获得知识的学

习者，在直播课堂的双向角色中，学点教师要根据本校学生特点

对中心校教师提供的教案及教学资源提出意见并及时反馈，双方

教师进行研讨，并完善教学设计，同时还要准备丰富多彩的教学

资源，运用多媒体技术，吸引学生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专递课堂”体现操作方法易用性

除了通过平台的直播功能实现“专递课堂”，平台还具有录

制功能，在“鸿合实时互动网络教学平台”上可进行一键控制，

使用起来便捷、灵活，可随时发布在网络上，形成及时、有效的

教学资源，可提供教学点学生随时随地进行点播，帮助学生学习，

也可以成为示范课供其他教师观摩学习，更能帮助教师进行教学

分析和课后反思。

（三）“专递课堂”实现在线教研多用性

以远程教学为核心的“专递课堂”，是通过真实教学环境下

的课堂直播模式实现的，两地教师分别在通过观看回放、反思过

后，双方教师都能结合课堂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出相应的亮点或

不足之处，再通过实时在线平台的交流，总结出更好的教学方法。

在相互观摩、课后研讨的学习、交流过程中，教师们的专业教学

水平得以迅速的提升，成为“专递课堂”的最大动力。

（四）“专递课堂”构建优质资源专用性

教学是师生交互的过程，在“专递课堂”中不仅存在着传统

课堂中的师生交互、生生交互，还存在着新的交互模式——师师

交互。师师交互是“专递课堂”成功的关键，双方教师在课前进

行集体备课、交流沟通；课堂上辅讲教师协助讲解知识点，维持

课堂秩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及时向主讲教师反映学生的学习

情况，形成了较完整的课堂教学成果，保存了较完备的课程教学

资源，丰富了教学资源库，可以达到信息共享，资源共存。

四、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一）师生互动困难

由于主讲教师与教学点学生身处于不同空间，师生之间缺乏

沟通，存在陌生感和距离感；其次，网络的延时，使学生与教师

之间的互动存在时间误差，学生不能及时与教师互动。

主讲教师与教学点学生应加强沟通，可以通过组建微信群、

QQ群等方式与学生课下进行交流互动，降低距离感和陌生感。

（二）教学点学生跟不上教学进度

教学点学生对主讲教师的授课方式的不熟悉以及对“专递课

堂”模式的不适应，教学点学生难以跟上教学进度。为了让学生

能尽快适应学习，教学点教师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方法，

并督促学生养成预习和复习的习惯，提高学生的听课效率。

（三）辅讲教师专业水平不足

教学点的辅讲教师很多都是非专业教师，对专业知识了解不

到位，导致不能理解主讲教师的教学内容，无法辅助主讲教师完

成教学内容。“专递课堂”不仅是学生学习的课堂，同时辅讲教

师也应学习主讲教师的优点，课下及时与主讲教师沟通，努力提

升自身的能力，主讲教师也可以为辅讲教师布置任务，为乡镇学

校培养优秀的教师。

五、结语

“专递课堂”教学的新模式，给教师和学生都带来了全新的

感受。远程教学是实现“专递”课堂的技术支撑，有利于向偏远

地区分享优质的教育资源，促进教育的公平性，缩短城乡之间的

教育差距，也加快了教育信息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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