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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epidemic control period, in response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call to “Do not stop 
teaching even if classes are suspended”, various schools have launched online teaching work. The 
sudden change in teaching methods has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teachers in the middle school.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middle school teachers in online teaching during the 
epidemic,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It not only provides new ideas for the trans-
formation of teachers' working methods, but also effectively guarantees the learning effect of stu-
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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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疫情控制期间，为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的号召，各校纷纷开展线上教学工作，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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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然转变给广大中学教师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就疫情期间中学教师在网络教学工作中面临的困境进

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几点应对建议，以期为教师工作方式的转变提供新思路，有效保障学生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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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全国人民的生活节奏，为阻断疫情向校园蔓延，确保师

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各校纷纷下发通知要求延期开学，开展网络教学。但网络教学有其特殊性，对

于中学生来说，他们还处于学习习惯的养成阶段，接受能力也参差不齐，相较于网络教学，面授课程使

教师能够直观地了解他们的学习状况，及时调整教学进度，做到因材施教。所以，全新的教学方式对于

中学教育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如何实现教学从线下到线上的转换，保证教学效果，真正实现

“停课不停教、不停学”，成为了疫情期间中学教师群体面临的新课题。 

2. 教师教学新挑战 

2.1. 教学进度的安排 

网络教学使学生反馈具有滞后性，教师难以判断其学习进度。线下授课时，教师会根据学生的表情

及肢体动作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时调整授课进度。但在网络授课期间，有了屏幕的阻隔，教师难

以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反馈[1]。直播课上，教师虽然可以以语言交流的方式询问学生的接受程度，但也

存在部分中学生不愿与老师互动，不肯主动提出疑问的情况，也很少有学生愿意在课后主动跟老师联系，

反馈自己的学习情况。 

2.2. 教学情感的传递 

教师情感是中学教师课堂授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肢体语言及授课语气、表情的传递能够使学生

更直观的理解所学内容，而电子屏幕则削弱了这种教学情感。如果说直播课还保留了一部分教学情感的

话，那录播课几乎杜绝了这种师生互动的可能性。国际上通常将学习者分为 7 种不同学习风格：视觉型、

听觉型、语言型、身体型、逻辑型，社交型以及孤独型[2]。对于社交型及身体型学习者来说，他们更依

赖从老师的言传身教和实际接触中学到知识，网络授课对这部分学生的学习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 

2.3. 网络平台的使用 

网络授课要求教师使用网络平台进行教学，虽然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许多在线教学平台，但如此

大规模的中学生投入使用还是第一次，软件的兼容性和稳定性都还有待调整，在实践中，也有教师和学

生反映软件出现卡顿、闪退等技术问题，影响教学效果。另外，教师对新教学设备的学习和适应也需要

时间，比如学生以电子档形式提交作业，使教师批改不便，需要进一步的“加工”等等，这些因素也影

响着教师教学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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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对学生学习状态的监督 

中学生群体（尤其是初中生）还处于学习习惯的养成阶段，需要教师进行监督和督促。面授课程时，

教师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困境，及时纠正不当之处，帮助他们改进，并勤加提醒。但网

络授课期间，教师了解学生学习情况的时间有限，只能以间接的方式实现“成果检查”，做不到过程监

督，难以直接指出学生学习方法、学习过程的不当之处，做到对症下药。学习主动性和学习能力较差的

学生可能难以独立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影响学习效果。 

2.5. 考试测验的困难 

在面授教学阶段，周测、月测等形式的学生学习水平检验在正常的教学工作安排中，而线上考试的

难度不言而喻，如何进行考场监督和时间控制，如何收集试卷，进行问题答疑等都需要教师进一步的探

索。另外学生测验成绩不仅可以使其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而且对教师下一阶段的工作方向也有着一定

的指导作用。所以网络教学可能打乱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2.6. 教师角色的“回归” 

新课程理念提出之后，中学课堂的课程讲授方式一直是学生主导、教师指导为主[3]。教师在传授知

识的同时也注重学生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的养成，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在实际操作

中，大多数学生也乐于并习惯于这种学习方式。然而网络教学似乎又回到了教师主导课堂的阶段，教师

一味地输出知识点，学生成为了聆听方，这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学生独立思考的空间，也间接影

响着他们的学习和记忆效果。 
总之，网络教学为中学教师带来的挑战不仅体现在其工作方式的转变上，还增加了其工作量。教师

在这种新形式下既要保持正常的教学节奏，又要保证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还要关注学生的身体健康情

况，这都在无形中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 

3. 建议对策 

教师要尽快适应全新的教学形式，保证教学效果。 

3.1. 学习适应新教学平台 

中学生群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依赖教师进行学习，所以为最大程度保证学生学习质量，教师要积极

学习使用新教学设备，在直播课前做好上课准备，调试设备，准备资料，保证授课的顺利进行[4]。另外，

教师也可以提高自己教学工具的使用能力，比如准备生动丰富的 PPT 内容等等，也可提前发放课程辅助

材料让学生预习，帮助其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 

3.2. 主动与学生沟通交流 

针对前文所说的教师难以及时捕捉学生的学习回馈问题，教师可在直播课中主动与学生沟通，了解

他们是否有疑问，是否能接受所讲内容，是否需要重复等等，以及时调整教学进度。课后也可以设置专

门的答疑环节，为学生答疑解惑，尤其要关注成绩不理想的学生。也要鼓励学生主动回馈意见，在线教

学对于中学师生来说都是新的形式，需要共同摸索改进。 

3.3. 成立教学保障团队 

特殊时期，学校要成立教学保障团队，加强教研组备课，开发新课程，组织教师集体培训，学习网

络平台的使用[5]。组织教师整合资源，合理安排教师的教学工作，校领导要理解特殊时期教师工作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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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并及时收集其工作意见，还要定期收集学生建议，了解他们在设备使用上和课程学习上的困难，予以

解决，为师生教学提供支持和保障。 

3.4. 关注学习成绩不理想的学生 

教师要照顾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状况，中学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成绩都比较了解。不同于

面授课程可以及时的指导学生学习，网络教学阶段，教师很难直接针对不同学生及时提供建议，所以在

直播课上，教师可采用提问的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多关注成绩不理想和学习习惯较差的学生，也

可以通过作业的批改了解其学习效果，用“私聊”方式进行个别谈话，多鼓励多督促。 

3.5. 给学生锻炼的机会和独立思考空间 

网络教学为应用已久的学生主导课堂的教学方式带来了很大难度，教师要尽量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

的条件和展示学习成果的机会[6]。给学生布置学习任务时可适当降低难度，并组织团队协作，引导成员

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学习目标。既可以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又能够增加记忆点，让学生知

识掌握的更扎实。 

3.6. 严格要求学生作业质量 

教师应严格把握学生的作业质量，不因教学手段的转变而放松对学生的要求。首先要让学生认识到

家中上课与学校学习同等重要，不能因为学习环境的变化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其次是作业检查上不能

降低要求，要按时、保质、保量，并设置相应的奖惩措施；最后，与家长做好沟通，让家长监督子女完

成作业，配合教师工作。 

4. 结语 

教学方式的转变推动着教师工作方式的调整，如何做到因材施教，保证教学效果是疫情期间广大中

学教师面临的新挑战。为有效应对网络教学中产生的问题，教师要调整工作方式，学习使用新教学平台，

主动与学生交流；学校要成立教学保障团队，为教师工作保驾护航。以期以上建议能够为疫情期间中学

教师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一些帮助。 

参考文献 
[1] 董璇. 中学英语教学中教师网络教学空间应用调查与研究[J]. 软件(教育现代化) (电子版), 2019(9): 56.  

[2] 范文. 网络环境下中学教师教学行为的改变及应对[J]. 新教育时代电子杂志(教师版), 2018(8): 118-119.  

[3] 陈亮. 浅谈网络教学中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及教师的基本素养[J]. 网友世界·云教育, 2014(15): 266-266.  

[4] 张志新, 张心祎, 高景, 等. 中小学生网络学习环境使用时长与心境状态的关系[J]. 电化教育研究, 2018, 39(12): 
44-49.  

[5] 付裕, 邓国标. “互联网+”环境下中学音乐教师集体备课的优势和作用[J]. 教育实践与研究, 2019(20): 9-11.  

[6] 田晓琴. 浅谈互联网时代中学英语教师基本功新修炼[J]. 新课程·中旬, 2019(1): 213.  

https://doi.org/10.12677/ae.2020.103049

	How Middle School Teachers Realize the Conversion from Offline to Online Teaching in Epidemic Situation
	Abstract
	Keywords
	浅谈疫情下中学教师如何实现线下到线上的教学转换
	摘  要
	关键词
	1. 研究背景
	2. 教师教学新挑战
	2.1. 教学进度的安排
	2.2. 教学情感的传递
	2.3. 网络平台的使用
	2.4. 对学生学习状态的监督
	2.5. 考试测验的困难
	2.6. 教师角色的“回归”

	3. 建议对策
	3.1. 学习适应新教学平台
	3.2. 主动与学生沟通交流
	3.3. 成立教学保障团队
	3.4. 关注学习成绩不理想的学生
	3.5. 给学生锻炼的机会和独立思考空间
	3.6. 严格要求学生作业质量

	4.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