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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常时期，针对教育部提出的“停课不停学”号召，他们打响了保卫学习的线上重要“战疫”。他们点

燃线上自本课堂，从渗透思政感染学生、精心谋划引导学生、更新模式吸引学生、延伸课堂启迪学生四

方面开展线上教学，旨在提升在线课堂效果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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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call to “stop classes and not stop study”, our school has 
launched an important online “war epidemic” of defending learning. They ignited self-soul class, 
from penet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aterial to spirit students; planning carefully to guide 
students; updating the model to attract students; extending classroom to enlighten students four 
aspects launching online teaching, in order to enhance online class effect and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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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冠肺炎肆虐的 2020 年初新学期，开学被迫延期。教育部于 2 月 5 日印发了《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

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高校积极开展线上教学活动，即“停课

不停教，停课不停学”[1]。响应号召，老师们大展身手，摇身变主播，全国各高校纷纷展开了各种各样

的线上教学，他们自 2 月 17 日也积极开展了线上教学，打响了保卫学习的线上重要“战疫”。“网络是

把双刃剑”，在优化教学资源配置，缩小地域、院校之间差异的同时，一方面对于平台软硬件的物质基

础依赖性大，另一方面，更强调学生自主性的价值基础。首先，由于没了现场的“共振”与“结伴”效

应，网的那头是老师在讲，网的这头学生在听，即便老师眉飞色舞，慷慨激昂，但学生越看越累，身心

涣散，教学效果难以保证；另外，由于线上课堂教师与学生不处于实体共有空间，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状

态和行为基本不了解，监管作用较弱，如果学生的自制力不高，听课的时候就会出现一心二用，甚至一

心多用，聊天、打游戏、听音乐，甚至离开课堂的现象，影响课堂效果；再次，线上教学互动性弱，教

师与学生无法开展面对面的交流和现场问答、讨论，无法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课堂学习氛围打折，

教学效果得不到有效保证。线上教学削弱了师生关系，容易走向“教师一头口若悬河，学生另头魏然不

动”的局面。因此，如何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活化线上课堂氛围，提升在线教学质量成为当下特

殊时期教学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在三周的教学工作中进行了如下尝试。 

2. 渗透思政，感染学生 

线上教学忌单纯的“知识为中心”课堂，“知识为中心”课堂的教学内容按照学科知识的逻辑系统

进行编制，以便学生掌握人类文化科学知识的精华，课程就是学科、就是科目[2]。单纯的“知识中心”

模糊了育人宗旨，忽略了对教育的根本——立德树人的关注。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

成的特殊阶段，他们需要通过学习树立明确的奋斗目标。课程目的是为了应用，为了生活，为了跨越学

校围墙而进行经验分享。课程的重点在于寻求自己与社会的相关性，为未来准备现代国民[3]。因此，在

线教学需要摒弃单纯“知识中心”的课堂，强化对“立德树人”，于课堂中渗透思政教育，让思政与专

业知识在课堂中齐驱并进。 
结合当下，这场疫情，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惨痛的经历，更是一连串的思考，对科学的思考、对伦

理的思考、对社会的思考，其中深刻潜藏着教育。结合生动的教学素材来一场巨型的社会实践课，抓住

契机给学生上一节家国情怀课，告诉他们什么是使命什么是责任；给学生上一节自然环境课，告诉他们

稳态与灾难的关系；给学生上一节社会关系学，告诉他们如何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只有来源于于社

会生活的现实，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才是有意义的话题，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深入参与，使教

学不再“高高在上”，学生不再“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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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精心谋划，引导学生 

特殊时期的“线上教学”背负了太多的责任，迫不得已的“线上教学”想要完全替代“线下教学”

或“混合式教学”谈何容易？ 当“停课不停学”被误解成“不停的学”，导致了备受关注的“抢跑”。

学校、老师、家长尤其是学生，对于线上学习越来越茫然，从开始的动力满满到后来的漠不关心甚至闻

之色变，造成线上课堂的宝贵时间相当程度的浪费。 
不争的事实是“停课不停学”对学生的自律性、学习习惯、学习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自律性强、

学习习惯好，学习能力强，线上课堂中就能如鱼得水；相反，自律性差，学习习惯差，学习能力弱，线

上课堂就变成了折磨。线上课堂改变了地点，师生的交流场景和对话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即使内容不变，

无论采取什么技术手段，如果没有自学能力作支撑，学习质量必然有限[4]。因此，他们提出了“自本课

堂”，即开展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的有效课堂。线上课堂不是告诉学生学什么，而是告诉他们如何学习，

鼓励他们自学，提高学习能力，甚至是培养他们的终身学习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提高的自学能力，也

会为线上教学打开空间，延伸未来，让未知变已知，让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提高学生自学能力的有效

策略之一就是将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决定想要学什么，以及怎样去学，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

度和主动权。在这里，教师的重要职责是将学生带到“水草丰美”的知识洼地，让学生自由自主地体验

学习的快乐[5]。 
他们基于“钉钉”、“学习通”、“智慧树”、“腾讯课堂”等网络平台(见图 1)，构建自本“学”

堂，而非网络“教”堂，学堂即学生的演播厅，在里面，教师不做麦霸，只做“导演”，给出“剧本”

即教学大纲，让学生“演戏”即自学，表演全程教师不参与，仅提供“剧本”及指导，在学生的“剧情”

跑偏或“中心涣散”时，适当的给予提点及引导。当然，作为导演的教师，也要积极投身于“战时状态”

的教学，要以满分的信心，满分的决心，满分的工作精神投入到在线教学中，而不是袖手旁观，静观其

变，要在掌握信息技术的同时，尽可能收集多的学习素材、做好在线教学设计，随时给予学生正确的引

导和纠错。 
 

 
Figure 1. Building a self class based on network platform 
图 1. 基于网络平台构建自本“学堂” 

4. 更新模式，吸引学生 

4.1. 同步在线与非同步在线融合的教学模式 

同步在线教学模式是老师和学生在同一时间但不同场所进行教学和互动的教学模式。借助直播类工

具如腾讯课堂、钉钉等创建虚拟教室，即可实现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教学，其特点是教和学的空间不在一

浙江省平台 微信、QQ、钉钉

超星（学习通、学银、学雅） 中国大学慕课

智慧树 人卫慕课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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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但时间同步，有利于老师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动态。非同步在线教学模式是指不同时间和空

间的教学，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分离的教学模式。借助录播平台，慕课教学平台创

建教室，其特点是学生在时间的选取和支配上更自由，可个性化定制自己的学习计划和学习进度。在线

教学对网络流畅度以及学生参与度要求较高，网络条件不许可，以及学生参与度不高是同步的硬伤。非

同步在线知识碎片化，内容开放，教育过程开放，难以保证学生的学习投入、主动性以及持续性。同步

在线与异步在线的相结合，弥补了各自的缺点，规划了学生学习目标、进程的同时，拓宽了学生学习广

度和深度，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经过 3 周的摸索，很多教师摸索出适合各自的融合式教学模式如钉

钉 + 慕课，腾讯 + 省平台等(图 2)。 
 

 
Figure 2. The integration of synchronous teaching and asynchronous teaching 
图 2. 同步教学和异步教学的融合 

4.2. 在线翻转教学模式 

“自本课堂”如何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呢？基于各种 MOOC 平台，学生在

获取优质教学资源的同时，容易走入知识堆砌的误区，难以理清学习主线和方向。开展线上翻转课堂，

可启发学生的探究式学习，通过不断解决问题的方法，理清知识主线，有效提高学习效率。课前，教师

可提出问题，下发相关典型案例，引导学生解决问题的同时进行自主学习；同时精心安排教学内容，设

计微课、测试题，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学习支持；课上，进行翻转学习强调同伴互助，小组合

作，给予充分的时间讨论，鼓励学生大胆展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鼓励挑战权威，估计自主创新，展示

完毕给予点评、答疑及引导。 

4.3. 互动 + 协作教学模式 

建立“教师–学生”、“学生–学生”“学生–学习内容”之间的多元化联系，实现互动式教学(见
图 3)，可有效进行课堂信息反馈，使学生更广泛地参加教学活动。借助 Classin、雨课堂等教学工具进行

实时联系与交流，创设游戏化学习情境、虚拟学习情景、问题情境、任务情境等，让学生用视频或音频

表达知识，促进知识的迁移与转化。 
线上课堂分隔的不仅仅是老师和学生，同学之间也是跨空间的。学生有学习惰性，他们如同战场上

的士兵，如果没有同伴效应，便会迷失自己，即不知道同学的学习情况，认为他们可能都处于倦怠中。

因此，采取“presentation”(学生通过自学后展示汇报) “group study”及“discussion”的形式让同学们

结伴学习，合作的过程中学会以审美的眼光对待同学的优点，同时毫不留情地指错即相互学习相互批判

的同时共同进步，掌握知识的同时，学会分享与合作。 

钉钉+中国大学慕课 腾讯+人卫慕课 WPS会议+浙江线上大学

Zoom+Coursera Skype+学堂在线 Cctalk+e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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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Application of interactive and collaborative teaching mode 
图 3. 互动和协作式教学模式的应用 

4.4. 学习 + 测评的教学模式 

测评对于学生快速掌握知识点及技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制定明确的评价标准和指标，帮助学

生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可带动良性互动。首先，根据多环节测试，可以及时掌握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

度。从预习和复习环节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落实学习效果，每次课课前进行课前测，测试题包括上次

课已学旧知和这次课新知两部分内容，了解上次课知识掌握情况及这次课预习情况，课后测就当堂所学

知识进行检测，以便学生了解自己的薄弱环节，课下及时去查补缺漏。另外，每章节学习完进行章节测

试，督促学生复习知识的同时，促使学生关注章节与章节之间的联系(见图 4)。从培养学生能力的教育角

度，创造学生自我表现的空间，以课堂发言、文字报告、交流与反馈的形式给学生以展示的机会。可借

助问卷星、浙江线上大学、作业盒子等教学平台构建题库及布置习题，设计习题时需按照考纲要求，选

取重难点和易错题，遵循分层分类的原则，分层化教学保证不同学生的共同发展，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

趣，同时及时反馈纠正指导，给予及时的激励。 
 

 
Figure 4. Classification and proportion of assessments 
图 4. 测评的分类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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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延伸教学，启迪学生 

延伸式教学即课堂教学内容不拘泥于课本，以提升学习能力，开拓学习视野为目标，向书本之外、

生活延展。每节课课前在微信公众号推送或在教学平台公告栏发布相关学习资料，如“1999 年的诺贝尔

医学奖”、“第二信使的发现”、“林可胜先生的生平”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启迪学生去探索未知；

课后就相关知识点提出问题“为什么水可以实现单纯扩散？”，“O 型血是万能的吗？”以及下发案例，

激发学生自主思考，通过网上查阅资料和文献的方法，进行探究式学习及合作式学习，分组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同时鼓励学生课后自发搜集案例及素材，下次课前进行展示并分析问题。 
特殊时期，特别的线上教学，让他们重新去审视去反思“什么是教学？如何去教学？”线上教学，

绝不是“网上打卡”，也不是简单的“直播课堂”，更不是“教学外包”，在线课堂按下的绝不只是电

脑按键，而是启动教学变革，促进教学改革的“核按钮”，这将带给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一场课

程与教学全新的“核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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