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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环境下在线教学创新策略：促进学生主动参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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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疫情在全球持续多点散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同样带来了教学改革。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信息化、智能化

融入教育，是未来的教育发展趋势。数字化时代如何更好的改进教学，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把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成为了

教育者关注的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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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pidemic continues to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changing our way of life, and also bringing about teaching reforms.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times,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into education i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how to better improve teaching, enhanc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and transform knowledge

into practical ability has become a key issue for 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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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年以来，疫情的爆发和传播，影响了师生正常到

校工作和学习。我国各高校做出迅速反应，根据疫情防控要求

灵活采用线上、线下、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疫情下的

教学改革，也顺应了时代发展需求，信息化、智能化融入教育，

是未来的教育发展趋势。全国各省相继提出了十四五教育规

划，如云南省提出的围绕“数字云南”推进智慧教学，贵州省的

“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改革”以及广东省的“推进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融合创新”等等。教学改革给教育者带来的是挑战，而

学习者则是受益其中。然而，就目前来说，在线上教学的过程

中，凸显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学生参与度较低与学习效果

难以保障。因此，促进学生参与课堂，提升教学和学习效果至

关重要。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建设好一门网络课程，需要教师运用一定的策略提升学生

学习的参与度，并建立社群意识从而促进学生合作学习关系发

展以及教师教学反馈，从而更好的改进教学，提升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把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

1 注重教师发展

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学习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前提，教师

的主要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只有这样才能与时俱进，更好的

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在疫情特殊时期与信息化时代，教师应

对网络教学的能力尤为重要。如今，线上教学平台云集，如中

国大学MOOC、超星学习通、云班课、雨课堂、钉钉、腾讯课

堂、企业微信等；授课模式多样化，如直播课、录播课、慕课、

远程指导；教学模式多模态，如 PBL（problem based leaning，

基于问题的学习）、BOPPPS（包含导言 bridge-in、目标 outcome、

前测 pre-assesment、参与式学习 participatory-learning、后测

post-assesment、总结 summary六环节教学法）、对分课堂等。

教师们要努力提升自己，迅速熟悉并适应这些教学中的新变

化。2020年至今，致力于中国高校外语教学发展的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每月均推出教师能力发展

的学习讲座，以及各高校的教务处积极引导，帮助教师们提高

信息技术能力，推动网络数字课程发展。

注重同伴互助。同伴互助也是教师专业发展最有效的方

法，在同伴的大脑风暴中，撞出思想的火花，这是提高教学水

平最有效的方法。同一课程类型的教师可以通过集体备课、讨

论等教研活动解决教学工作中的难题，从而有效提升教学效

果。

鼓励课题研究。课题研究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载体，在

研究的过程中，使自己的教学水平得到提高。教师要多关注科

研动态，了解科研前沿，这样才能紧跟时代步伐。

2 改进网络教学模式

首先，教师合作模式下的微课或慕课制作。教师可以编制

慕课或微课对相关知识点进行精准投放，及提前准备好自己录

制的相关知识技能讲解的微视频、学习资源等让学习了解知识

要点。需要注意的是视频课要短小精悍又具有启发性。微课或

慕课一般时间在 5~10分钟内，但其制作需要教师投入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过程包含选题、教学设计、视频制作、辅助材料、

同行点评反馈及评价、最后修改上传等。基于以上网络课程制

作的特点，同一课程组的教师应该采用合作方式，发挥自己所

长，共同打造在线共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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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课程网络班级。现在，国内外很多学习平台都能搭建

虚拟班级，搭建虚拟课程班级方便课程管理。整个学期的教学

计划、教学 PPT发布、通知、以及作业的发布都可以利用在线

教学平台实现。平台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教师提出了挑战。

网络课程班级的设置意味着还需要设置虚拟办公时间，比如，

实行 24至 48小时网络回复学生电子的规则，并尽可能清晰透

明地提供课程要求和成功标准，这些措施都将对参与讨论的学

生起到非常积极鼓励作用。通过定期发布学习通知或邮件，与

学生沟通和指导，表达对学生的学习期待并鼓励学生按照计划

学习。

建立小组讨论制度。教师可以在课程网络班级内进行学员

分组讨论教学活动。小组讨论是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另外一

种策略。一般来说，讨论组以 5-7人为佳，少于 5个学生的分

组可能不能进行积极讨论，而超过 7个学生的分组则会产生比

较混乱的体验，团体的人数越多，学生和教师要完全参与到讨

论中来就越困难。而 5-7人既有了讨论的积极性，又确保每位

成员能够有参与感，学生参与协同互动从而又促进反思，这样

更容易满足课程的预期教学效果。此外，讨论的话题也是非常

重要的，教师需要判定合适的讨论内容，以及如何帮助学生在

课堂上展现。我们发现，与传统的线下课堂相比，线上课堂的

魅力在于，学生更加活跃了，安静的学生减少了。那些在传统

面对面课堂上不参与或极少参与互动的学生成为了网络课堂

的主体。网络小组讨论就为这些喜欢安静的学生提供了一个能

够自由表达观点、思想和精神的场所。以教学平台与课堂为例，

在班级管理中，教师可以选择随机分组、自愿分组和指定参与

者几种不同的分组模式，教师和学生可以进行多种尝试，以达

到最优的知识碰撞模式。

加大课堂内外的讨论力度，拓宽讨论途径。网络课程的讨

论模式可以以“弹幕式”课堂讨论展开。以“雨课堂”为例，雨课

堂将视频网站中为青少年所喜爱的弹幕功能移植到了课堂环

境中。弹幕具有“后台实名制”的特点，能促使学生更为踊跃地

表达自己的观点。此外，由于多条弹幕可以同时出现在屏幕上，

因此不同于传统课堂的学生发言，弹幕的引入实现了全班学生

集体的“并行讨论”，有利于教师更全面地了解不同学生的想

法。在课堂互动中引入弹幕，对于受二次元文化熏陶成长起来

的新一代学生而言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同时，“弹幕式”课堂讨

论能够增加课堂的时尚感，拉近了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并促

进了师生之间的了解和互动。此外，课外建立课程论坛。教师

按学期计划在论坛发布讨论话题，学生也可自主发起相关讨

论。但注意要结合微课或慕课知识点，话题讨论框架的搭建是

基于整个课程体系而设定的，合理安排整个学期的话题讨论，

促进学生积极参与批判性思维、学习反思与协作学习。

整合网络资源。为了满足学生的发展和学习需求，提供丰

富的在线资源也是非常必要的。教师在平时备课的过程中，注

意收集一些合适的网站或资源供学生拓展学习使用。也可以利

用一些教学平台现有的资源，如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的

iLearning外语自主学习资源库，该软件是汇集全球优质资源，

荟萃中外权威专家学者，形成以多媒体课程为核心，集电子阅

读、视听资源、备考自测等各类资源于一体的多终端、丰富媒

体数字资源库。这些资源有利于全面提升人文素养，拓展国际

视野，满足外语学习者多样需求，培养创新型国际化人才。

强调按时完成任务与提供及时反馈。强调并要求学生按时

完成任务并提供及时的反馈是被证实的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

的有效途径，在网络课堂中也是同样重要。教师可以利用比较

完善的教学平台。如“雨课堂”，它拥有教学大数据的“全景

式记录”。雨课堂在教学过程中覆盖了课前——课上——课后

的每一个数据采集环节，由后台系统翔实地记录许多细节性的

教学行为数据，如有多少学生来上课、他们几时几分几秒进入

课堂、有哪些幻灯片没有看懂、有哪些题目回答有误、课前的

预习视频看了几遍、课后的作业是否圆满完成、正确率如何等

等一一这些数据能够忠实地还原真实课堂的绝大多数教学过

程。以此为基础进行数据分析和挖掘，能够辅助教师改进自己

的教学过程、学生改进自己的学习过程。通过引入机器学习和

人工智能技术，全景式记录的教学大数据还将为师生个性化地

分析已经发生的教学过程、客观深入地反映教学现状、积极主

动地安排未来的教与学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教师利用这些数

据，及时跟踪并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使学生感觉到自己被重

视、被期望、从而推进学生自主学习。与传统教学目标一致，

在线教育的总体目标也在于为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推进学习

者的参与、求索知识能力。但是，在线教育要求教师在教学上

更具有独特性、创造性、创新性，具有创造性的个人及团队任

务的合理搭配有助于学生独立与合作学习。尽可能的提供给学

生展示他们思想观点的机会，同样，学生的展示也将更好地帮

助教师设计更好的课堂。当学生得到比较积极肯定的评价后，

将会对学生的持续发展产生大的推进作用，这些课堂展示的机

会既是学生所期望的学习模式，也是教师创造性教学手段的表

现。

3 教学设计改革

推动更新网络教学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重新制定教学

大纲。网络教学大纲需要更加细致、更加具有指导性和结构性。

学生对学习要求，学习任务及完成时间的充分了解至关重要，

从而师生能够从容应对预期或非预期的教学效果，是教学能否

成功的关键。此外，教学大纲中还应该包含网络在线考核的信

息，如给出一些准备网络考核相关的建议、网络信号测试或相

应的计算机能力指导以减少学生的焦虑。

另外推动教学设计改革的动力来源就是教师的教学反思。

教学反思的过程是教师对教育教学实践的再认识、再思考，并

以此来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的必经途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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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直以来，教学反思都是教师提高个人业务水平的一种有

效手段，这种理念也得到了教育大家们的认可。教学反思主要

从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策略这几大方面展开。教学内容

方面，主要反思教学目标是否适用授课目标学生以及针对目前

教学目标的教学策略是否合适。教学过程方面的反思包含：教

学过程是否有遇到困难、教学效果是否达成、教学理论是否符

合教与学的基本规律、教学计划是否如期完成或有何待完善之

处；最后，通过教学结果与教学期望的对比，重审教学思想，

寻求新策略，最后在新的教学中验证，反复开始新循环。

在教学过程中主动参与、引导学生，增强学生对内容的理

解，培养学生主动学习、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意识，才是教学

的真谛。在在线课程中实现这一理想，需要有序组织、完善教

学结构、明确学习标准，才能让学生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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