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3, 13(7), 4314-4319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7680  

文章引用: 廖秀琴. 中小学教师在线教学适应问题及对策[J]. 教育进展, 2023, 13(7): 4314-4319.  
DOI: 10.12677/ae.2023.137680 

 
 

中小学教师在线教学适应问题及对策 

廖秀琴 

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江西 南昌 
 
收稿日期：2023年6月10日；录用日期：2023年7月7日；发布日期：2023年7月14日 

 
 

 
摘  要 

随着科技的发展，在线教学模式逐渐渗透到教育的各个阶段，进一步推进了教育现代化。然而并非所有

的教师都适应在线教学。中小学教师在在线教学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使得教师们难以适应

在线教学，进而影响到了中小学教育质量以及教师的自我专业发展。因此本文将从在线教学适应性的角

度分析中小学教师为何会遇到此问题，面对在线教学出现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以期望为中小学教师开

展有效的在线教学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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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online teaching has gradually penetrated in-
to all areas of education, furthe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However, not all 
teachers are comfortable with teaching onlin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encounter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 it difficult for teachers to adapt to 
online teaching,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qualit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teach-
ers’ self-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why primary and seco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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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teachers encounter these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line teaching adaptability, 
and how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so as to provide some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primary and sec-
ondary school teachers to carry out effective onlin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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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如何利用科技提高教育质量是各个国家思考的问题。因此我国也高度重视教育与

技术的融合。要想推进教育现代化，首先实现人的现代化。而中小学教师是教师群体的主力军，因此培

养中小学教师的信息素养十分关键。教师是否能开展有效的在线教学是教师信息素养的外在表现。然而

中小学教师对在线教学产生了不适感，这会影响到教师的教学质量，从而让教师对在线教学有所抵触，

而在线教学存在许多优势被许多人验证，尤其是促进教育公平。因此提升中小学教师在线教学适应性意

义重大。 

2. 在线教学适应概念 

何为适应？适应一词最早出自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指的是生物为了生存下来适度地改变自己

形态结构或者心理机能、生活习性来与现实环境条件相匹配[1]。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适应的本质在于取

得机体与环境的平衡。一旦失衡(外在环境的改变)，那么有机体就需要改变行为以重建平衡[2]。社会学

领域的适应指的是个体逐渐地接受现有社会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对于环境中的社会刺激能够在规范

允许的范围内做出反应的过程。从以上可以总结出适应的四个基本要素：一是适应主体；二是适应条件(环
境的改变)；三是适应过程(心理与行为的改变)；适应结果(平衡状态)。 

因此可知在线教学适应是指教师(适应主体)面对教育教学环境的改变(适应条件)，通过改变自身的心

理及行为(适应过程)，来达到与在线教学环境的平衡状态(适应结果)。 

3. 在线教学适应指标 

练国铮认为教学的适应过程是指社会角色转型、调整知识结构以及探索教学技能的过程[3]。张慧丽

将教学适应界定为教师能够利用在职前培养学校学到的理论和技能顺利开展教学的五项基本环节的过

程。因此从备课、上课、课外作业、课外辅导、学生学业成绩的检查和评定等环节来探寻教学适应[4]。
而黄培森认为教师的教学适应是指在教学活动中不断调整自身的职业素养以适应教学需求的一种状态。

因此将教学适应划分为教学环境、教学态度、知识结构、教学能力结构和教学效能感等五维度[5]。大多

数研究都是根据以上两位学者的划分依据展开研究的。而在线教学是教学的一种形式，开展在线教学意

味着中小学教师面临着教育教学环境的改变。因此为了进行有效的在线教学，中小学教师需要不断地调

整或改变自己的心理状态或者行为以适应在线教学。综上所述，本文将从在线教学知识、在线教学理念、

在线教学态度、在线教学环境以及在线教学行为五方面来探寻中小学教师在线教学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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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线教学适应困境 

4.1. 角色转变不足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教育从绝对的封闭走向相对的

开放”[6]，教师不再是学生知识主要的获取来源，学生也不再满足于书本知识的学习。“人人是教育的

生产者，也是教育的消费者”[7]，因此学生希望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特点、兴趣爱好等随时随地获取学

习资源、实现个性化学习。因而教师需从知识供给者转变为知识管理者。即教师专业角色转变为学生个

性化问题解决的智能导师、教育资源的设计与开发者、信息技术专家等角色[8]。然而大多数中小学教师

无法适应这些角色，所以对在线教学有所抵触。要想现实有效的在线教学，中小学教师需要转变角色。 

4.2. 情感互动减少 

中小学教师不适应在线教学还表现在师生互动上。在传统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表情、眼神

以及肢体动作来判断学生的学习情况。学生也可以根据教师的言语以及肢体语言来领悟教师的育人魅力。

然而在线教学是在科技支持下的师生非面对面的教学。也可以说是教师和学生在虚拟的教学环境中开展

的教学活动。因此中小学教师和学生无法实现真正地面对面交流互动。然而学生学习离不开与教师的互

动、与同学的互动。在虚拟环境中，教师进行的教学是提前预设的，教师也无法看到学生的具体情况。

因此如何在线上教学过程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互动是一大难题。 

4.3. 教育环境不稳定 

线上教学的前提是具备终端设备。但要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则要求软件版本更高，硬件环境更加

流畅。对于在线教学来说，教育硬件设备以及软件设施十分重要。中小学教师对在线教学的适应，离不

开对教育环境的适应。传统的教育教学环境是在固定的教室，由相对固定的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这一教

育教学环境相对稳定。然而线上教学环境不是很稳定，教师或许会面临教育硬件设施匮乏或者软件设施

落后的情况。因此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教育教学环境，教师无法正常开展线上教学活动。 

5. 在线教学适应影响因素 

在线教学以其独特的优势受到中小学教师的欢迎，但是中小学教师又在在线教学过程中遇到种种困

境。这使得中小学教师不适应在线教学，进而阻碍了在线教育的发展、教育的现代化的推进。因此到底

什么造成了中小学教师不适应在线教学呢？本文将从五方面阐述在线教学的影响因素。 

5.1. 知识结构 

中小学教师的知识结构是教师能否适应线上教学的因素之一。对于教学环境的转变，为了保持平衡，

教师要做出相应的改变，以确保其与外界环境到达相应的平衡状态。教师不仅要具备专业知识与技能，

还需要拥有信息技术相关知识。线上教学意味着教师与学生可以不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内，也意味着学生

不再被教师面对面监督。适当的监督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在线上教学背景下，学生居家上课，对于处在

低年龄段的学生来说，很难保持高度的集中，对于高年龄段的学生，保持自律学习也比较困难。因此面

对此种情况，教师需要具备专业知识与技能，化繁为简。充分抓住学生们的兴趣爱好，引导中小学生积

极主动开展自主学习，并且养成探究的良好学习习惯。 

5.2. 教育理念 

教师在线教学的理念适应也是教师适应在线教学的影响因素之一[9]。理念是行动的先驱，有什么样

的理念，就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教师关于在线教学的理念，直接关乎到了教师的在线教学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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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影响到教师的认知、进而影响到教学行为[5]。传统的教育一般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负责讲，学生

负责听并记笔记。在教师的监督处下，学生也会有所见长的，但是线上教学，教师没有在身边，教师也

无法观察到学生的学习情况，如果还是按以往的教育理念来开展教学，那教学效果不会显著。线上教学

对中小教师来说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因此相应地要匹配新的教育理念。在面向 21 世纪，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十分关键。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对于瞬息万变的形势，学生要想立足，就必须学会学习，善

于学习，乐于学习。因此教师要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只有不断地吸收先进的教育理念，中小学教师

才能更好地适应各种教学，不单单是线上教学。 

5.3. 态度适应 

态度是个体对特定对象所持有的稳定的心理倾向。教师内心是否真的接受线上教学，是否乐意开

展线上教学都会影响到教学效果。部分教师乐意接受新的教学形式-线上教学，且当在线教学出现问题

时，会想办法积极解决，而有部分教师不太愿意进行线上教学，从内心就已经抗拒了，拒绝了。那么

出现问题的时候会变成不耐烦，甚至放弃。教学态度十分重要，如果没有从内心接受线上教学，那么

就很难适应线上教学。对于线上教学的态度有多种，消极的，积极的。然而我们知道，只有在我们的

心理接受了、认同了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为了这件事情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并为之持续

奋斗。因此转变态度很重要，既然无力改变它，那么我们就尝试接受它。换个心态，事情也许就没有

想的那么糟糕了。 

5.4. 行为适应 

脑海想的也许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面对外界环境的改变，我们不单单要改变自己的心理状态，而且

还要改变自己的行为。行为适应指的是对待外界环境的改变所做出的相应行为转变以达到与外界的平衡

状态。有的教师内心接受了线上教学，但是仍然采取以往的教学模式，老师主讲，学生听。这也可以强

化自己的教学理念。实践出真知，在不断的摸索中，教师可以总结经验、不断调整教学，最终找寻属于

自己的教学风格。理念引领行动，行动深化理念。因此教师不仅需要拥有先进的理念来适应线上教学，

而且还应践行新的教学行为，做到知行合一。 

5.5. 环境适应 

由线下转到线上，教师所处的教育教学环境发生了改变。在教室，教师需要面对面向学生传递知识、

沟通情感。然而在线上，教师只能通过冰冷的电脑实现教学。许多教师都不喜欢线上教学，其主要原因

在于无法与学生进行真实的情感交流。这就好比机器人是否会取代老师的命题一样。老师和学生都是活

生生的人，是有情感需求的。面对教学环境的转变，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身适应新的环境，一种

是改变环境以达到动态平衡。良好的环境对教学十分重要。但是要想构建良好的线上教学环境仅仅借助

学校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为了维护在线教学的良好教学环境，国家、社会、学校的支持就显得尤

为重要。基础设施的建设是硬件，丰富的网上教学资源是软件，硬件设备和软件资源两者缺一不可。否

者教师无法完成线上教学。因此，教育部门和学校组织机构需要为教师们构建一个专业化的、宽松与开

放的发展空间，为教师解决硬件设施的完善与丰富的教学资源的供给问题。当然，这也少不了教师自身

的努力，教师们需要积极地改善教学环境，努力地维持良好的教学环境，从而有利于适应在线教学。 

6. 在线教学适应对策 

中小学教师在线教学适应性的影响因素由内在因素(在线教学知识、在线教学理念以及在线教学态度)
和外在因素(在线教学环境)组成。两类因素共同决定了教师是否能够适应线上教学。而教师是否适应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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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不仅将影响教师的线上教学效果，而且也将影响教师的专业发展。因此提升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

师线上教学适应性十分重要。 

6.1. 教师自身 

适应可以是适应主体(中小学教师)改变自身的心理或行为以应对外在环境的改变，也可以是适应主体

改变外界环境以适应自身的需求。因此可知教师是否适应在线教学与教师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密切相关。

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问世之后，教育资源更加丰富了。学生的学习渠道更加

多样化了。学生也不再满足于书本上的知识了。新一代的“数字儿童”诞生了，因此如何利用信息技术

提高教学效果是每个教师应该考虑的问题。 
这一问题也受到了国家的重视，《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提出：推进教师教育信息

化教学服务平台建设和应用，推动以自主、合作、探究为主要特征的教学方式变革[10]。因此中小学教师

必须要顺应时代的潮流，从“经验模仿教学范式”转向“数据驱动教学范式”，从“知识供给者”转向

“知识管理者”，从“标准化教学”转向“个性化学习”，从“单一学科”转向“多元学科”[8]，从而

适应在线教学。 

6.2. 学校与国家 

适应也可以是适应主体改变外界环境以适应自身的需求。但是教师自身可以改变的外界环境范围小，

不足于满足教师对在线教学的需求。因此除了教师积极主动地调整和完善自身的素养，调整自身的态度

以外，还需要外界来帮忙。基础设施是否具备，学校是否支持在线教学等外界的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到教

师在线教学的效果。因此学校不仅仅要确保教师的教学设备良好，给教师提供一个支持性的教育教学环

境。而且还要给教师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以减少教师从线下转到线上的不适应感。具体策略有：开设

专门的在线教学技能培训讲座，教师通过讲座可采纳一些具有实质性的建议并付诸实践；加强教师间的

合作交流，形成教研共同体；开展优质课程研发等措施。除了学校要给予教师帮助，国家鼓励性的政策

也需要。不仅需要加大在线教育的资金投入，而且还需要制定相应法律保障中小学教师的网络安全。 

7. 结论 

综上所述，教师站在教育工作的一线，中小学教师能否适应线上教学不仅关乎到了教学质量和学生

的发展，而且还涉及中小学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因此中小学教师不仅需要转变心理来认同在线教学，

而且还需要调整改变教学行为来适应新的教学环境。学校和教育部门的外在支持也少不了，这样更有利

于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教育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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