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范学院线上教学质量报告

为了使线上教学真正实现有效教学，我们对全院师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绘制

出了教学全景图，并确定了后续教学的三个改进措施：

前两周线上教学全景图

1、线上课程开设及平台情况

师范学院线上开课 72 门，学习平台主要是：超星学习通、腾讯会议、智慧

树、中国大学 MOOC 等，及其他教学资源搭建课程框架。

2、教师线上教学情况

01.教师进行线上教学的方式

42.42%的教师采用的教学方式为线上混合教学，87.88%的教师采用的是线上直播

教学，45.45%的教师采用的是线上自主学习。

02.教师进行单次线上课程的时长

9.09%的教师进行单次 线上课程的时长为 1小时以内，66.67%的教师时长为 1-2

小时以内，24.24%的教师线上时长为 2-3 小时以内。



03.教师进行线上教学的效果

12.12%的教师认为线上教学的效果非常好，48.48%的教师认为线上教学的效果比

较好，33.33%的教师认为线上教学的效果一般，3.03%的教师认为线上教学的效

果较差，3.03%的教师认为线上教学的效果很差。

04.与线下课堂教学相比，教师认为线上教学的优势

与线下课堂教学相比，75.76%的教师认为，教学组织形式灵活，不受时空限制，

78.79%的教师认为教学资源丰富，48.48%的教师人认为，能够提高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21.21%的教师认为，有较强的交互性。

05.与线下课堂教学相比，教师认为线上教学的劣势

与线下课堂教学相比，60.61%的教师认为，线上教学的劣势是教学效果受教学设



备、教学平台或网络限制，51.52%的教师认为，线上教学的劣势是，学生吸收知

识的情况不能得到及时的回馈，60.61%的教师认为，课堂约束力差，36.36%的教

师认为，互动交流性差，30.30%的教师认为，对情感目标和动作技能目标教学效

果不太理想，3.03%的教师认为是其他原因。

教师数据信息反映的问题主要是：

1、60。6%的教师认为线上教学的效果比较好和非常好，6.06%的教师认为线

上教学的效果较差和很差。

2、与线下课堂教学相比，七成以上的教师认为，教学组织形式灵活，不受

时空限制，教学资源丰富。

3、教师认为线上教学的劣势主要有：教学效果受教学设备、教学平台或网

络限制，学生吸收知识的情况不能得到及时的回馈，课堂约束力差，互动交流性

差，对情感目标和动作技能目标教学效果不太理想。

3、学生在线学习情况

01.学生认为教师准备的课程资料是否完备

26.21%的学生认为老师准备的课程资料非常完备，59.54%的学生认为比较完备，

12.53%的学生认为一般完备，1.49%的学生认为不太完备，0.23%的学生认为不完



备。

02与线下课堂教学相比，学生认为线上教学的课程目标及学习任务是否清晰

与线下课堂教学相比，32.07%的学生认为线上教学的课程目标及学习任务很清

晰，56.09%的学生认为一般清晰，23.33%的学生认为资料太多有些不清晰，2.64%

的学生认为不清晰。

03 学生跟老师的沟通情况

57.24%的学生认为，上网时跟老师的沟通良好，40.11%的学生认为沟通一般，

1.49%的学生认为沟通不好，1.15%的学生认为没有沟通。

04 .教师是否安排了线上答疑或讨论

87.36%的学生认为教师安排了合理的线上答疑或讨论，12.18%的学生认为老师安



排了少量的线上答疑或讨论，0.46%的学生认为教师没有安排线上答疑或讨论。

05 .学生认为教师在学习中安排的作业或任务量的情况

32.87%的学生认为老师在学习中安排的作业或任务量较多，负担过重，66.78%

的学生认为老师在学习中安排的作业或任务量适中，没有负担，0.23%的学生认

为老师在学习中安排的作业或任务量较少，需要适当增加，0.11%的学生认为无

作业或任务。

06.学生上网课的学习效果

13.1%的学生认为上网的学习效果非常好，51.72%的学生认为比较好，31.03%的

学生认为效果一般，4.14%的学生认为效果差。

07.学生认为上网课学习效果差的原因

48.28%的学生认为上网课学习效果差的原因是教学平台操作或实用性差，17.93%

的学生认为是网络资源不符合学习目标，39.2%的学生认为是沟通交流和互动性

差，44.37%的学生认为是线上教学约束力差，73.68%的学生认为是网络卡顿，

5.29%的学生认为是其他原因。



学生的数据信息反馈的主要问题有：

1、有 4.14%的学生认为线上教学效果差，主要原因有客观的网络卡顿、网

络平台实用性差，主观方面是互动性不足、线上教学约束力差。

2、32.87%的学生认为老师在学习中安排的作业或任务量较多，负担过重。

3、25.97%的学生认为资料太多有些不清晰或不清晰。

4、1.72%的学生认为教师准备课程资料不太完备或不完备。

典型课例交流

01

课程名称：《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与《小学社会与思品教学法》

授课对象：小学教育 1701、1702、1703 班

授课平台工具：QQ 直播与学习通



耿飞飞：课堂上为更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大对教学过程的考核，增设

互动环节，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深度思考，及时在学习通或 QQ 中提交自己的答

案。经过两周的尝试，学生参与积极性较高，效果良好。

02

课程名称：《普通心理学》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授课对象：小学教育 1901、1902 班，应用心理学 1801 班

授课平台工具：腾讯会议直播＋学习通

向华：从开始的有些不适应到现在的渐入佳境，同学们不管是课堂参与还是

课外作业积极性非常高，真正实现了翻转课堂的理念，教学模式发生了改变，发

挥了教师主导作用，提升了学生的主体地位，经测试学生对已学习的内容掌握得

非常牢固，学习的自主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03

课程名称：《中国古代文学》与《小学古诗文鉴赏》

授课对象：小学教育 1901 班，小学教育专升本，小学教育 1801、1802、1803 班

授课平台工具：腾讯会议直播＋学习通

王荣华：面对初次全面应用线上的形式进行教学，把各个教学环节都设计的

更为精细一些，例如每个拟播放视频的用时什么的都得算得很精确，除了备好课，

还务必得保证电脑的正常运行以及网络的畅通及流量的够用。此外，因为不是面

对面教学，有些学生虽然在线但可能思想开小差，所以，王老师一方面随时留心

直播教室的人数，一方面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以提问、讨论等形式和他们互动，

以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

04

课程名称：《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法》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授课对象：小学教育 1701、1702、1703 班



授课平台工具：腾讯会议直播＋学习通

何悦：科学教法课程师生互动较多，其中涉及科学探究所需的讨论、交流环

节以往都是分组进行，最后每组的组长总结汇报。线上课程只要组织得当，学生

的交流讨论环节一样可以进行，并且讨论结束后由各组长统一上传小组结论，教

师可以同一时间进行对比，概况每组讨论情况，知识迁移及时、迅速，提升了课

堂效率。

05

课程名称：《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诊断与治疗》、《应用心理学专业英语》

《教育心里学》

授课对象：应用心理学 1701 班，应用心理学 1801 班，英语 1801、1802、

1803、1804、物理学 1801（合班）

授课平台工具：腾讯会议直播＋学习通

杨光艳：1.很多学生认为宅在家里，时间很宽裕，有更多的时间对所学知识

进行预习复习消化吸收；2.线上教学不受他人干扰，屏幕清晰，听的也很清楚，

也可以实现在线畅通交流；3.在线教学可以反复观看，能增强学习效果。同时，

杨老师也给其他老师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1.提前半小时进入腾讯会议和学习通

签到。2、提炼精讲课程内容，避免拖沓。3、尽量多些互动和讨论，让课堂更丰

富。

06

课程名称：《生理心理学》与《教育学》

授课对象：应用心理学 1901 班，历史学、美术学、音乐学、物理学、化学、

体育教育（合班）

授课平台工具：腾讯会议直播＋学习通

李灿荣和杨泳：线上教学方式灵活，学习通，微信，腾讯会议的相互结合，



使得学生学习兴趣浓厚，学生积极参与，讨论热烈。

对于教师来说，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备课，可以学习新的信息技术，与时俱进。

07

课程名称：《现代教育技术》

授课对象：小学教育 1801、1802、1803 班，小学教育专升本 1901 班

授课平台工具：腾讯会议直播＋学习通

李会功：

A.课前要对视频微课进行精选或剪辑，不能太多太长。

B.课前对学生的要求要具体到位。

C.利用多种信息技术元素吸引学生，例如，给学生发通知，最好做成学生喜

欢的图片形式的，甚至可以带上音乐的。直播时学生能看见老师的桌面，所以老

师的电脑桌面也要有所改变。

D .直播时教师不能和传统课堂一样，要和主播一样，轻松引领，互动成长。

今后线上教学改进策略：

以“学为中心”、“生为中心”、“任务为中心”，按照线上教学规律，力

争实现线上线下教学质量实质等效的目标。

1、加强与学生互动交流，运用多种技术和手段，坚强学习者社群建设、实

现与学生深度互动。

2、提高课堂管理，对学生要求清晰具体，指导到位，从而逐渐提高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

3、丰富课程资源，为学生提供个性化选择空间，促进学生学习的主动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