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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在线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袁文芳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为充实各阶段学生的居家生活，全国各地开展“停课不停学”的政策，运用网络教育模式，为学生提供远程教学。笔

者以新时代下，在线教育的机遇与挑战为例，对在线教育存在的问题和突出的优势进行梳理，并对如何加强在线教育提出针对性

建议，勾画未来教育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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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停课不停学”的号角在全国各地吹响，一时间“网

红”“主播”“直播”“网课”等热频词刷爆双微，一连数天

都保持着热搜榜前列的位置，且未有退热的痕迹。

在线教育在特殊时期里彰显远程教学的优势，为“停课不

停学”提供了一个无形的场地，同时也显示出未来教育所将面

对的挑战与机遇。

一、在线教育为居家学习提供的有效性

纵观特殊时期的在线教育，为全国学子架起一座通往学习

的桥梁，也从两个方面彰显了其价值。

（一）网络教学打破了地域上的限制，突出了个性化教学

做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顾问，为不同学习基础、学习风格的

学生提供不同的学习支持，促进学生个体最佳发展，提高学习

成绩。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行选择上课的时间和地点，

对于未掌握的知识点可以随时进行进度的调整，反复学习；教

师则可以根据课程内容的需要将不同的教学背景拉入在线教育

中，丰富学生的体验感。

（二）达到教育资源公平化

在线教育只需有网络及相关硬件设备就可进行线上教学及

学习，可以获得全国各领域的名师指导，纵览全球专业大师的

学术成果，通过网络渠道查询各专业知识及讯息，最大可能地

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化。

（三）信息交流便捷化

传统教学方式中师生交流的场地多为课堂，而在线教育可

在网络覆盖的任何场地进行线上信息交流，当学生自我学习出

现问题时，即可联系教师，进行在线解答。

二、 在线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学习的自律性

“停课不停学”开启了全国学生的远程学习模式，在这种

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对于学生自身意志力的要求要大大强于传

统模式中的学习。

学习场地的更换造成了两极分化的现象，部分学生利用“宅

家”时间，努力提升，规律学习；部分学生自由散漫，放纵自

我，错失了“弯道超车”的机会。在今后的的教学中，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将成为一种新常态，这势必对学生自律性提

出更高的要求，在他律的基础上提升对自律的要求。

（二）家校配合的教育能力不强

特殊时期，学生在家度日，由于学习场地的变换，需要家

长与学校共同配合，做好教育工作。在督促学习方面，教师和

家长们沟通、协调能力上也出现不同步现象。

家长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在线学习”一时间难以适应，许

多家长反映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花费在关注 QQ、微信的群消

息中，各科教师纷纷建群，家长们每天忙于各种打卡，信息铺

天盖地的袭来，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很难保持温和的情绪，而对

于孩子自律性的培养则更难关注，不知所措、无从监管。

（三）网络教学数据库的缺乏

使用网络平台进行在线学习的人员基数庞大，引发了网络

的不稳定性，也暴露了网络兼容性的弊端。40%以上的教师认

为在线授课过程中教学效果不佳，教师需要联系家长考勤打卡、

制作课件、维持课堂秩序、在线批改作业等，一节课下来身心

俱疲。并且在教学过程中要提取与课程相匹配的教学资源极为

困难，缺乏专业性的数据平台作为辅助，教师普遍对在线教育

资源库满意度不高。

（四）在线教育的不稳定性

特殊时期，在线教育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也由于特定的属

性，将学习场地限定于网络空间之中。这对于许多身处城市中

的学子而言要接受在线教育没有难度，而对于身在农村的学子

来说，却显得尤为困难。

许多农村学生反映，特殊时期“网课”的来临，对于他们

而言是一个挑战，很多家庭没有网络，而接收到知识的唯一方

式则是在线学习，很多时候他们需要借助一个村里仅有网络的

那户人家，每天蹲点学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网课”开课的第一天，出现了超

星学习通因超负荷工作导致系统故障的情况、钉钉则是被几

十万的学生一星追评，紧着的还有腾讯会议、QQ会议等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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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学习软件纷纷接受着全国各地家长、学生的“慰问”。

在喜感过后，深思，这无疑不是暴露在线教育存在的问题，

当全国学子“齐光顾”时，系统的弊端开始暴露，后台的运行

无法承载超量的信息，这也是当下需要完善的任务。

随着时代齿轮的旋转，都市生活、职场作业，需要人们不

断提升自我综合素质、拓宽学识层面，保罗 . 朗格朗的“终身

教育”理念开始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学习，了解学习的价

值和赋予其自身的意义。

（五）缺乏面对面的言传身教

师者，应做到“教书育人、言传身教”，言传可以借助网

络平台来传达讯息，突破地域的限制，但身教则需要面对面的

沟通、示范，通过言行举止来克化无形的教育内涵。在线教育

虽然发达，可实现跨空间式教学，但无法代替身教的重要性。

在学科领域中，许多大师名家本身就是一本行走的教科书，

将教育的元素已融入自身的气质之中，举手投足间尽是“胸藏

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这种气质的彰显无法通过网

络平台来实现，需要直观的教学。

“停课不停学”期间在线教育起到了极大地应急作用，

但突如其来的实行，没有任何准备，时间紧、师生对在线教

育了解不充分，在操作上都存在极大的问题，更何况是交流

和互动。

对教师而言，课堂教学互动极为重要，眼神的交流便于教

师掌握教学的情况，在面对面的师生关系中，学生所有的动作、

神态都可以通过肢体语言将信息传递给教师，教师也可根据实

际情况，调整教学进度或者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提高教学效

果。

而课堂由实景变换为虚拟的时候，教师更多地担忧学生在

线学习是否认真、对于知识点是否掌握、是否在认真听教师的

讲解、学生的自律性如何等问题，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在线授课

时，一位教师面对着全班 50 多位学生的摄像头时，想要看清

楚都很困难，更别提去观察学生的肢体变化。

三、在线教育的改善措施

（一）制度保障与政策支持

“教育机制即支撑教育实践体系的各种管理运行机制”。

在线教学的未来需要政府、教育机构的参与和政策支持。面对

这类突发性全国卫生事件的要求，在线教育要进行改革及升级

换代，应由政府牵头、学校参与、企业资助三位一体，建立协

同机制，实践具有指导性的在线教育规范模式。

第一，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落到实处，加强政

策的支持力度，改善网络区域覆盖中存在的问题；

第二，加大资金力度，保障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经费问

题。

（二）提升教师教学质量

未来的教育，在线教学是必然趋势，混合式线上线下教学

模式将普遍应用于日常课堂教学中，这就要求教师需不断提升

自身的授课能力和教学场地适应性，教师要加强对网络的运用

能力，熟练对学生进行在线授课的技术和方法，因人而异选择

合适的教学平台和工具，根据学情特点，布置符合学生身心发

展阶段的学习任务，学则合适的学习内容，提高网络授课的效

率。同时，教师应加强终身学习的理念，参与教学培训，整合

网络教学资源，更好地满足未来教育的时代需求。

（三）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古人云“我思故我在”，在线教育在改革过程中，除了加

强硬件设备和教学效果之外，更需要注重对“软件功能”的提

升。而这个“软件功能”则主要指的是学生这个主体，要注重

对主体思考能力的培养，“因为人只有在进行独立思考的时候，

才能彰显自己的真实存在，人存在于自己的思考之中。

没有思考的学习就是主体（人）不在场的学习，人就好

像变成一台影印机，还是复刻和记忆知识，这不是体现人的

本性的学习。从这个角度说，思考和学习是一体的，二者不

能分开。

所有的教学都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受教育者，为了

提供给受教育者一个良好环境、教授专业性的知识、实践受教

育者的自我成长、培养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最终形成完整

的人格。

在线教育是实现终生教育理念的重要方式之一，而这种方

式更多地需要学习者拥有较强的自律性，即使学习场地发生转

变，也能拥有认知内驱力，学会思考、积极思考。

（四）重视生命教育

让学生直观面对生命的消散，也急需重视生命的价值，

2020 年犹如一堂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教育课，让学生正视生

命的脆弱，懂得更加珍爱生命、敬畏生命。虽然在线教育不是

面对面的亲身实践课堂，但在这个特殊的教育场所中，还是要

在教学的内容中融入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否则教育、教学的意

义和价值无法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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