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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学校农科《大学物理》课程为例，在疫情期间进行了“3 + 1”在线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与探索，有效

提升课堂教学效果。“3 + 1”模式，即“3”是指任务驱动式课前导学、多元立体化课中互动以及智能

化在线作业课后学习效果检验，“1”是指个性化服务。统计数据表明，相比2020级同专业的学生，2021
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状态明显好转，期末卷面成绩和综合成绩均有明显的提高。这说明“3 + 1”在

线教学模式将给传统的课堂教学注入崭新活力，推进疫情期间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从而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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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College Physics cours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i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during the pan-
demic period, the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f the “3 + 1” online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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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ed out, which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effect of classroom teaching. “3 + 1” mode, that is, “3” 
refers to task-driven pre-class learning, multi-dimensional in-class interaction and intelligent on-
line homework after-class learning effect test, and “1” refers to personalized service. Statistic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students of the same major in the 2020 class, the 2021 class stu-
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learning status hav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final paper scores 
and comprehensive scores hav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his shows that the “3 + 1” online teaching 
model will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
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and teaching during the epidemic, there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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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根据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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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政府主导、高校主体、社会参与的方式，共同实施并保

障高校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在线教学，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自 2020 年疫情开始，很多高校

对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模式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践与探索，对于后疫情时期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推进

与实施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和意义。不过，在线教学方式不是简单的“互联网 + 传统教学方式”，其代

表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支持服务和创新要素，即构建智能时代新型教育生态[1]。因此，如何在线上教学

过程中及时发现学生注意力变化，并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干预，则是提升线上教学质量的关键性问题

[2]。基于此，本文进行了基于“3 + 1”线上教学模式设计，提高学生线上学习注意力，保障线上教学质

量。 

2. 在线教学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农科《大学物理》课程是我校食品科学与工程、工业工程、航海技术、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等专业

本科教育的必修课程之一，属于学科基础课。对于工科、农科等不同背景和不同物理基础的学生，要想

使学生能学好这门课，授课老师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教学设计，但由于在线教学的特殊性，依然存

在着一些问题： 
1) 班型大，监督管理难度大。本学期由于疫情影响，采用腾讯会议方式进行授课，由于上课的学生

为 4 个合班，总人数为 128 人，而线上授课不同于线下，不能面对面的掌握每个学生具体的学习情况，

学生注意力不集中，为了保证网络的畅通，不要求学生开启摄像头，但有的学生看似挂在腾讯课堂上，

但人却离开了教室。因此，很难依据每个学生的学习状态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节奏调整。 
2) 缺乏有效互动交流。由于线上上课，师生被分离在各个网络空间，从而缺失实体化课堂的情景，

导致教师看不到学生的学习状态，师生之间缺乏及时有效的交流[3]。因此，教师不能及时获取学生对所

讲授知识的理解情况，老师一直按照自己节奏进行讲解，教学质量难以保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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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业监管缺失。作业是衡量学习效果重要的载体，但由于疫情影响，无法收集学生的纸质版作业，

也就无从得知学生对知识掌握的程度。因此，学生的学习效果无法进行评判。 

3. “3 + 1”在线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 

针对以上在线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本学期采取了创新性的“3 + 1”在线课堂教学模式，其中任

务驱动式导学通过课前发布在线学习任务书，在“超星学习通”自主学习完成；立体交互通过课中腾讯

会议、超星学习通连线实施；学习效果则通过课后“智能化在线作业系统”检验，而个性化服务采用微

信群答疑来进行。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3.1. 课前任务驱动式导学–全面实现学生自主学习 

学生自主学习是网络教学的重要支撑，做好课前的自主学习对于新知识点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为此，我们设计了在线学习任务书，对学习任务、学习过程(教材章节、学习通端教学视频)、学习要求(智
能化在线作业系统课后作业)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图 1)，并在学习通端和微信群推送给学生，学生根据任

务书要求提前进行在线学习，为课中的师生互动环节做好充分的准备。图 2 为学习通端学生完成任务的

统计情况，自主学习完成率高于 90%。 

3.2. 课中多元立体化互动–检验学生自主学习效果 

为确保学生在课堂上听讲和听课质量，利用超星学习通的课堂互动方式，提出问题并随机抽查学生

的学习情况，采用选人模式、抢答模式等，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开展师生互动 40 余次，抢答学生 128 人次，

覆盖了全体学生，如图 3 所示。从随机抽查检测学生的预习效果看，大部分同学回答问题准确，课前很

好地完成了自主学习任务，知识掌握情况较好。另外，在课中鼓励学生主动回答问题，同学之间互相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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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creenshot of the online learning task book 
图 1. 在线学习任务书截图 

 

 

 
Figure 2. Screenshot of the teaching video of the learning channel and the comple-
tion of the task point 
图 2. 学习通端授课视频及任务点完成情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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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creenshot of student interaction between Chaoxing Learning Tong and Tencent Conference Classroom 
图 3. 超星学习通和腾讯会议课堂学生互动情况截图 

 
题，对于主动回答问题且正确的同学，平时成绩加分，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

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3.3. 课后智能化在线作业–检验学生知识点掌握情况 

大连海洋大学智能型在线教学平台能够实现课程讲授、作业批改、教学互动、单元测验和成绩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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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学环节的全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本学期的作业全部在智能化作业系统端完成，学生首先需要在

电脑端安装学生版智能化在线作业软件，经过简单的培训，便可在系统内完成作业，教师则在电脑上的

教师版软件端导入学生名单并在电脑端进行作业的批改，批改后学生可以在系统内看到作业的批改情况，

以及错题的正确解答方法。平时作业题型以选择题和计算题为主，本学期共布置作业 26 次，阶段测验 2
次，阶段测验的题型与期末考试一致，时间为 60 min，以检验学生阶段性的学习效果。图 4 为智能化在

线作业系统软件界面和学生作业完成情况统计截图，作业系统按照章节共分为 B-质点力学、B-振动与波、

B-流体力学、B-热学、B-静电场、B-磁场、B-电磁场、B-光学、B-近代物理九个方面的内容，系统中的

作业成绩汇总可以看到每名学生每次作业的成绩，通过成绩汇总可以看出，大部分同学的作业成绩在 90
分以上，甚至有些同学的成绩为 100 分，这说明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很好。 

 

 
Figure 4. Screenshots of the terminal interface of the intelligent online homework system and the 
statistics of students’ homework completion 
图 4. 智能化在线作业系统端界面及学生作业完成情况统计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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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个性化服务–微信群与学生全天候互动沟通 

为了实时掌握学生的学情动态，将 4 个班级合在一起建立了个性化服务的微信群，邀请 128 名学生

全部加入。个性化指导情况如图 5 所示，课前在微信群内发送腾讯会议上课的时间、会议号以及课前在

线学习任务书，并及时处理学生因特殊情况不能上课、不能签到等问题。课后发送每次讲课的课件，便

于学生整理课堂笔记，解答学生的问题，同时为了防止学生在作业系统端作弊(其他同学代答题、抄题)，
在微信群随机抽测作业并限时提交，有效监督了作业的自主完成情况。 

 

 

 
Figure 5. Screenshot of WeChat group guidance 
图 5. 微信群指导情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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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 + 1”在线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分析 

“3 + 1”教学模式的学习效果对比如表 1 和图 6、图 7 所示。2020 级与 2021 级均为相同班级的四个

合班，由表 1 的结果可知，2020 级期末试卷难度系数为 0.44，2021 级为 0.39，基本持平，所以具有可比

性。2021 级各项指标均显著高于 2020 级，及格率提高了 30.85%，平均分提高了 16.67 分。图 6 和图 7
分别为期末卷面成绩对比和综合成绩对比，其中综合成绩由平时成绩(占比 40%)和期末成绩(占比 60%)
组成，平时成绩中，课堂考勤 + 提问占比 10%，测验占比 5%，笔记占比 5%，作业占比 20%。由图 6
可知，2021 级大于 60 分的及格学生人数明显好于 2020 级，而小于 60 分的不及格学生数则大幅减少，

此外，2021 级 80 分以上的学生数占比更多。图 7 是综合成绩对比，由图可知与图 6 相似，2021 级的学

生成绩好于 2020 级。这表明 2021 级采用“3 + 1”教学模式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成绩，学生能更好地掌

握所学的知识。 
 

 
Figure 6. Comparison of final exam results 
图 6. 期末卷面成绩对比 

 

 
Figure 7. Comparison of consolidated results 
图 7. 综合成绩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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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final exam paper indicators for students of 2020 and 2021 
表 1. 2020 级与 2021 级学生期末考试试卷指标对比 

 总人数 难度系数 内容效度 及格率(%) 平均分 最高分 最低分 

2021 级 117 0.39 0.85 76.07 70.44 98 9 

2020 级 115 0.44 0.85 45.22 53.77 96 5 

差值 2 −0.05 0 30.85 16.67 2 4 

4. 结语 

基于“3 + 1”模式的线上教学方法是针对疫情期间《大学物理》大班线上教学需求而进行的研究与

探索。通过课前的自主学习、课中的互动交流、课后的作业反馈以及个性化服务，实现学生学情的全过

程监管，以提高学生线上学习的注意力，并根据学生的状态实时调整教学节奏，从而有效提高线上教学

质量。该模式是针对网上教学的普适教学手段，可以广泛推广到各个学科的线上教学，实现线上教学效

果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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