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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疫情期间的纯线上高等数学教学问卷调查为基础，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及学习需求。调查

显示，至少三分之一的学生不能适应纯线上教学，接近50%的同学宁愿选择纯线下教学而非纯线上教学。

在网站上有了基础的教学视频后，教师的答疑解惑归纳总结仍然不可或缺。文章还对后续教学的展开作

了一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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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online teaching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during the epi-
demic period, the learning attitude, learning habits and learning demand of students are investi-
gated.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at least one-third of the students can’t adapt to the online teaching, 
and nearly 50% of the students prefer the classroom teaching to the online teaching. After having 
the basic teaching videos on the website, students find it still indispensable for teachers to answer 
questions and solve problems. The dissertation also makes some exploration on the follow-up 
teaching. 

 
Keywords 
Advanced Mathematics, Questionnaire (Survey), Stratified Teaching, Precision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020 年初的一场疫情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轨迹，同时也改变了高等学校的教学方式。绝大多数的高

校都从线下教学转换到纯线上教学。本文利用网络(问卷星)问卷调查了某 211 高校(以下简称 A 校)的大一

学生通过纯线上学习高等数学一个月后的学习情况。问卷从学与教两方面出发设计问题，包括学习习惯、

学习方式、学习效果及学生对线上学习的需求和线上教学的改进意见。本文是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

本学期的线上学习所做的分析总结及对后续教学的一点思考。本文调查结论对同类型的高校学生的开展

纯线上教学或者混合式教学都有一定参考意义。 

2. 调查背景与结果分析 

A 校的纯线上高等数学教学是从 2020 年 3 月初开始的。每个教学班都在超星网络平台上提供教学视

频、视频 PPT、电子版纸质作业，教材的扫描版，作业参考解答等。每个任课老师还特别为本班(班级人

数通常在 120 人左右)建立了 QQ 班级群，以方便与学生的沟通。教师一般会按照自己和学生的特点习惯

为学生提供一些教学上的帮助。常规的有，每次课的学习导引、课堂互动练习、讲解题目的小视频、课

堂互动答疑，课堂互动练习等，部分老师还会提供课程的直播讲解。鉴于之前我校的高等数学教学以传

统面授为主，对于线上学习这一新的方式，教师想了解学生学习的真实情况。在这样的教学进行一个月

后，我们针对工科学生(高等数学多学分的学生)设计了一次问卷调查，用以了解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需

求和学习效果。本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892 份，文末附问卷的设计题目。 
以下分两大类分析调查结果。 

2.1. 疫情期间学生对高等数学网课的学习态度 

1) 每周学习计划的制定与否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接近 44%的同学制定了每周的学习计划，且能执行得越来越好，说明此部分同

学对线上学习适应性好，在学习上主动性强，不管线上还是线下，学习方式对他们的影响不大。56%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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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没有制定计划或者执行力弱，此部分同学在线上学习过程中的需求应是教师关注的重点之一，尤其

这里面有 27%的同学是有制定计划但执行不好，没有了学校的集体氛围，他们需要更多的引导和督促。

这也正是线上学习对教师的新的要求，如何在这种模式中有效发挥教师的作用？ 
 

 
Figure 1. Weekly student planning       
图 1. 学生周计划制定情况        

 
2) 对于目前的居家高数学习，你是怎么做的？(图 2) 

 

 
Figure 2. Learning style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图 2. 学生学习高数的方式   

 
3) 你怎样评价你这几周来的网络学习？ 
以(一)中的第 2 题为自变量，(一)中的第 3 题为因变量的数据交叉分析如下(图 3)： 
由图 3 交叉数据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学习方式上看书自学为主和看平台的视频学习为主的学生对

自我管理效果的认可度高，分别为 51.16%，55.08%。而看其他学校的慕课和未找到适合自己学习方式的

学生想学却学不进去的占比高，分别为 42.11%，68.63%。两者对比明显，说明对学生来说找到自己适合

的学习方式才能保证学习效果。同时不管哪种学习方式学生对跟线下学习一样认真对待的认可度普遍低。

这也说明传统面授与线上学习的接合是一个值得探讨实践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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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elf-evaluation of learning effect about advanced mathematics 
图 3. 高等数学学习效果的自我评价         
 

4) 作业批改后你订正吗？ 
 

 
Figure 4.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s homework revision     
图 4. 学生对作业订正的态度      

 
图 4 显示对于课后的作业，80%以上的同学会订正，只有不到 5%的同学从不订正。 
学生的学习过程中遇到不懂或者不理解的问题，超过 80%的同学会先思考，再问老师或者与同学讨

论。这些表明，虽然学生在学习的发生之初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但在学习的巩固阶段，对于作业的订正

及解决学习中出现的问题，80%的同学有自省及自我负责的态度，能够主动想办法解决学习中的问题，

也说明了学生在这两方面的需求很大，教师如能精准地了解学生在学习中的问题所在，并能及时反馈，

学生的学习效果将会大大提高。这正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可以更好匹配的关键点之一。 
对于前一个月的学习，63.23%的同学对能够很好的管理好自己。但依然有 34.42%表示自己想学，但

学不进去。2.35%同学认为自己在混日子。这些表明，没有老师的监督，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的学习会大

打折扣。 

2.2. 学生对高等数学学习的需求及建议 

1) 你对录播视频的语速要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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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Students’ requirements on the speed of the recorded video          
图 5. 学生对录播视频的语速要求            

 
2) 平台上录播的讲解自测题的视频，你对时长的要求是 

 

 
Figure 6. Students’ requirements on the length of recorded video    
图 6. 学生对录播视频的时长要求 

 
对照图 5 和图 6，对录播视频的语速，65.02%学生认为适中较好，对于视频的时长，约三分之一的

学生认为 15~20 分钟比较适宜，也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学认为，时长可以达到 30 分钟，甚至一个小时。从

这两题的结果来看，教师录播的视频不宜过长，人的注意力能高度集中的时间有限，一个视频长度控制

在 30 分钟内为宜，讲习题的视频可以更短些，分段学习效果更好，也方便学生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回看。

总之教师提供给学生的视频长度及语速，清晰度要给学生一个良好的学习体验，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3) 返校后，高等数学学习方式的选择 
以(一)中的第 1 题为自变量，(二)中的第 3 题为因变量的数据交叉分析如图 7。 
4) 返校后，高等数学习题课学习方式的选择 
以(一)中的第 1 题为自变量，(二)中的第 4 题为因变量的数据交叉分析如图 8。 
从图 7、图 8 两张数据交叉图来看，四类学生对高等数学习题课线上学习的接受程度比理论课都高，

不管哪类学生对高等数学理论的线上学习方式接受度都很低；同时还可看出四类学生对理论课的教学方

式明显分为了两个方向：没有学习计划的学生需要线下学习，有学习计划的学生对更愿意尝试线上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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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教学。这既说明了数学这一科目逻辑推理的特点，又反应了学生自身学习能力的差距。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在后续的学习中对学生分层次展开教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Figure 7. Learning style preference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after returning to school    
图 7. 返校后学生对高数学习方式的选择情况    

 

 
Figure 8. Learning style preference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exercises after returning to school 
图 8. 返校后学生对高数习题课学习方式的选择情况          

 
5) 学生对教师提供的学习资源的认可度 
以(一)中的第 2 题为自变量，(二)中的第 5 题为因变量的数据交叉分析如下(图 9)： 

 

 
Figure 9. Students’ recogni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provided by teachers 
图 9. 学生对教师提供的学习资源认可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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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学习过程中，教师教的形式发生了改变，课堂面授被慕课或者录播视频取代，教师在学生学习

过程中的角色如何能更精准地契合学生学的需求呢？ 
从图 9 中可以看出，教师直播全部课程内容在四类学生中的占比分别为 19.19%，26.32%，26.15%，

31.37%，并不高，这一点说明我们不能把大学生的线上学习等同于网上直播，与中小学不同，大学生一

次课的学习时间为 90 分钟，长时间的直播导致学习疲劳并影响学习效果。 
从本题结果来看，四类学生对“课前发布的课上内容简介”、“讲解题目的小视频”、“作业中的

问题反馈”、“固定时间对重难点直播讲解”的认可度都很高，需求相对集中在这四点。这说明教师在

课前导学生预习，让学生对将要学习的内容有一个初步了解及课后的答疑、解惑、归纳、总结不管是传

统面授还是网络学习都是不可少的，而且网络学习在这四点上比传统面授更加灵活。根据这一结果本学

期教师也通过录制视频、直播、QQ 群语音来为学生答疑解惑，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应用。 
线上学习虽是疫情期间的一种应急措施，却也是教师和学生体验线上学习的一次机会，在这次真实

的体验之中，学生对自己的自我管理能力，学习能力的评价更客观，对学习过程中各个环节的需求更清

晰。大学生本身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是能认识到自己是学习的主体，也能认识到学习是一

个不断往复的过程，同时需要来自老师的引领和助力。网络时代各种诱惑也很多，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自

律能力的培养同等重要，想自律到能自律除了自身的意志力外也需要借助外力。这也表明，教师的作用

也不只局限于传授知识，将学生学科学习与学习能力、自律性的培养相结合也是教师角色作用之一。 
高等数学是工科学生很重要的一门基础课，学生学得好与坏对后续专业课的学习有很大影响，完全

线上学习只是应急之策，并不是长久可取的。同时学生之间存在学习能力的差异性，按照一个模式来培

养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来说都不是最优选择。大学生学业繁忙，教师教学任务重，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如

何能更好地匹配，形成合力，提高课堂效能在本次线上学习过程中获得了两点启示“分层”与“精准”。 

3. 对后续教学的启发 

3.1. 分层教学，因材施教，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得到成长 

人的学习能力不同是毋庸置疑的，此次疫情期间的线上学习更让教师感受颇深。从学习视频完成情

况、课堂互动题的质量及作业完成的时间与质量来看，学生的自律性和学习能力大致存在前、中、后三

段分层。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认为教学的最佳效果产生在可能发展区[1]，可以理解为学生“跳一跳

够得着的目标”。通常教师的教学目标包含五个层面：1) 知识层面指学生凭记忆能够记得的事实性的知

识；2) 理解层面，指按自己的理解阐述原理或者逻辑推理；3) 应用层面，指学生将所学到的概念、方法、

原则用于其他情境解决问题；4) 分析层面，分析是比理解更高一层的能力，比如各概念之间的关系是相

关性的还是因果性的；5) 综合层面，指学生能将学习到的零碎知识综合起来，构成自己的完整知识体系。

这五个层面是层层递进的，有时候前面的目标没有达到就很难飞跃到后面的目标。而因学生能力的不同，

达到各个层次的需要的时间也不同，传统教学模式教师很难顾及到前段和后段的学生，因此针对不同层

次的学生，利用线上线下两种学习方式的适当组合进行分层教学是提高教学效果的有效措施。 
1) 对于前段的学生，可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引导学生自行探索学习为主的学习模式。 
在学生学习之前，教师先对所学内容的性质、架构及学习目的给予清楚的说明，提出问题，问题的

设计是重要的一环，对学生要有挑战性，之后学生通过慕课自行学习并思考解决问题。鼓励学生在合作

中追求新知，在线下互动环节，通过分组讨论、阐述自己的发现，教师作为辅导者的角色，在学生遇到

困难时，提示线索作为指引，启发学生发现问题的答案，从而激发学生的潜力。 
2) 对于中后段的学生，可采用线上学习做先导，利用线下学习对重难点部分进行二次强化。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学生在学习视频学习结束后希望教师对重难点再次讲解，这部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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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需求尤为强烈。慕课的学习内容相对浓缩，学生在慕课学习之后在理解层面上与预定学习目标仍

然存在差距，差距多集中在重难点内容上。教师在学生慕课学习中仍要提出问题，但问题类型应偏基础

多一些，用于诊断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在哪个层次上。在线下教学环节，教师可以通过案例进一步地对

这些问题细致讲解，也就是说学生通过教师给出替代经验来学习解决自己的问题，加以练习，内化为自

己的经验。当学生积累的经验越来越多，量变引起质变，学习能力就获得了提升。 
需要说明的是学习能力的界定并不是绝对的，教育的目的也不是培养千篇一律的人。我们更倾向于

认为是学生的学习速度不同，对学习速度不同的学生教师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给予学生适当的助力，

是希望学生在学科学习过程中都能得到好的体验，获得成就感，给予自己正向的自我强化，从而建立起

自我效能信念[2]，取得自己预期的学业成就。 

3.2. 利用线上作业和测试，通过数据反馈，让教师精准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所在， 
帮助学生的思维能力螺旋式地上升 

1) 将作业分为线上作业和纸质作业两种形式。 
高等数学课时多，作业量大，通常教师是一周收一次作业，不少同学等一周课全部上完再写作业，

这样做的弊端是前面学习的知识没有得到及时巩固，遗忘较多，而且要在短时间内做这么多题，对所学

知识又不熟悉理解，时间的利用率不高，对自己哪里掌握得不好也不清楚，学习效率低。大学里的大班

教学，教师在课堂上并不能得到很多有效的反馈，就导致教与学的反馈周期长，不能及时形成循环。现

在利用线上学习平台，可以把每周的纸质作业进行拆解，1) 将纸质作业中的一部分基础题目设计为选择

题发布为每次课堂后的线上作业，每次 3~5 道题目，通过平台批改，学生在提交答案后能够看到题目的

批改结果，以便自己纠错。发现学习论者布鲁纳认为“发现自己的错误”与“发现正确答案”，对有效

学习而言是同等重要的。学生发现问题答案，从错误调整到正确的认知历程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重要回

馈，这一回馈作用，远比外在的奖励更有价值[1]。借助于线上作业，既能克服空间与时间的局限，又能

促进学生养成每次课后及时复习巩固所学知识的习惯，并能在自我纠错过程中思考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

向老师提出自己的疑问，教师亦能在平台的数据中了解到学生的问题所在，配合学生的需要，教学生如

何思维，组织成自己的知识体验，让教与学能够真正相长。2) 在线上作业的基础之上，学生再去做纸质

作业中更深层次的题目，对所学知识进行第二遍的巩固运用，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3]，思维能力

进一步得到提升，学习效率势必大大提高。学生的问与教师的答也不局限在课堂上，通过微信群，QQ
群，学习平台都可以互动讨论，及时引导学生整理统合，形成知识架构。 

2) 针对每个章节的核心概念及重点组织线上测验，进一步得到来自学生学的反馈。 
传统教学方式总是在教到半学期或者一学期才举行考试，如果学生考试失败了，教师和学生都不能

确切地知道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尤其对数学科目来说各个章节之间具有前后阶层关系，前面的知识点没

学好，后面就会越来越困难。其实为了辅助学生学习，我校学生每两周有一次习题课，通常教师会讲一

些课外的题目，但效果并不能说是很好，往往会出现讲过的题目学生依然不理解或者讲过的题目并没有

给学生带来处理同种类型题目的启示，这也侧面说明了双方的供需不对等。通过网络平台根据教学需要

可以进行多次线上测试，而且可以设计不同层次的测试题目，这样在作业之外教师能够进一步得到学生

对基础概念、核心概念和定理性质的理解应用程度。通过平台反馈的数据至少可以得到：① 学生掌握好

的点是哪些？② 理解偏差在哪里？③ 从学到用，学习迁移有没有发生？这样教师在后续上习题课的时

候更能有的放矢。传统教学中教师的重心在课堂面授，课后的环节主要是作业反馈和答疑，而纸质作业

的反馈周期长，答疑的案例分散。借助网络学习平台，通过线上作业和线上测验，缩短反馈周期，既能

督促学生及时复习巩固，教师又能精准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面对全新的知识，学习的迁移要想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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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靠学生自己是不行的，教师要能适时地给予学生必要的辅导协助。网络学习平台的数据反馈可以让教

师找到适时的这个“点”，亦能调整课堂节奏。 
学习数学的目的不在教学生学习解题得到答案，而是从数学原理的探索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4] 

[5]。学习是知识获得或行为改变的历程，而非知识获得或行为改变的结果。在这个历程中希望学生因学

习而扩展智力，因学习从他律学到自律，养成终身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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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问卷星问卷设计题目 

线上高等数学学习意见征集(11 学分) 
1.你有制定每周的学习计划吗？ 
A.没有 
B.制定，一周比一周执行得好 
C.制定，且一直执行得很好 
D.制定，但很少能按计划执行 
 
2.对于目前的高数居家学习，你是怎么做的？ 
A.看书自学为主 
B.看其他学校的慕课 
C.看平台的视频学习为主 
D.随机，还没找到适合自己的 
 
3.你是什么时间学习高数的？ 
A.跟线下的课表学习时间一致 
B.按照自己的计划学习 
C.想学就学，随性 
D.没时间学 
 
4.平台上录播的讲解自测题的视频，你对时长的要求是？ 
A.一题一个视频 
B.30 分钟一个视频 
C.一次课一个视频 
D.两三道题目一个视频 
 
5.你对录播视频语速的要求是？ 
A.讲得快一些 
B.讲得慢一些 
C.适中 
D.无所谓 
 
6.目前，老师采用的方式你觉得那几条效果好？(多选题) 
A.课前发布的课上内容简介 
B.课堂互动练习 
C.作业中的问题反馈 
D.讲解题目的小视频 
E.直播全部课程内容 
F.每周固定对重难点进行直播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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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返校后，你希望正课的学习以哪种方式？ 
A.线上 
B.线下 
C.线上线下混合 
 
8.返校后，你希望习题课的学习以哪种方式？ 
A.线上 
B.线下 
C.线上线下混合 
 
9.作业解答发布后你订正吗？ 
A.从不订正 
B.做完后已自批订正 
C.老师发布作业中的问题后订正 
D.打算返校上交前订正 
 
10.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不懂或不理解的问题，你怎么办？ 
A.放弃 
B.与同学讨论 
C.问老师 
D.自己先思考，再问老师或者同学 
 
11.你怎样评价你这几周来的网络学习？ 
A.一点也不想学 
B.想学却学不进去 
C.跟线下学习一样认真对待 
D.大部分时间可以管理好自己 
 
12.对后续的网络学习，你倾向于下列哪种方式？(多选题) 
A.自己提前看完视频，上课时间互动、答疑 
B.自己学习为主，对重难点老师直播讲解 
C.自己学习为主。对重难点老师录视频讲解 
D.老师全程直播讲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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