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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给出了任务激励下的大学数学课外答疑线上创新模式。通过基于任务激励指标的考核方式、学生自

助式学习平台的构建、网络直播答疑等三种方式，进行了课外互动答疑线上模式创新实践探究。实践表

明，课外答疑线上模式除了能有效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学习成绩外，还提供了师生互动新渠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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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online innovation model of college mathematics extracurricular Q&A un-
der task incentives. Through three methods: assessment methods based on task incentive ind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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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s, construction of students’ self-service learning platform, and webcast Q&A,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the extracurricular interactive Q&A mode was explored.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the 
online mode of question-answering outside of class can effectively cultivate students’ good study 
habits and improve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as well as provide a new channel for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Keyword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University Mathematics, Q&A, Self-Media 

 
 

Copyright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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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数学课外答疑创新模式的研究意义 

大学数学课程具有知识点较多、较难，教学节奏较快等特点，需要学生在课堂上除了把握数学思想

方法和重要内容之外，还需要学生自主完成一定量的课外练习和实践[1]。当学生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

往往需要教师答疑解惑。若缺乏教师有效的引导和监督，不少新生在学习上会放松自我要求。但目前的

状况是，教师在坐班答疑时经常等不来学生，而学生遇到学习困难时却往往找不到教师。这种现象主要

有以下三种情况造成。一是课堂教学条件有限。由于大学数学课程往往采取大班授课，且课堂教学时间

有限，导致师生之间缺乏相互了解，关系平淡，课堂上尚为师生，课后形同陌路。二是坐班答疑流于形

式。教师每周若干次坐班答疑时间有限，且坐班形式单一。实践表明学生来办公室答疑的很少。三是教

师精力有限。目前的评估考核体系“重科研，轻教学”，教师需要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科研，发表

论文，参与评奖之中，教师根本没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能够在课余和学生展开互动交流，而且学生的课

余指导，则根本不计入对教师的考核。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非全靠个人内在因素激发，师生互动、答疑解惑更是一个影响学生学习过程及

结果的重要外在因素[2]。此外，课外师生答疑互动也是课程思政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缺少有效的课外

答疑互动，学生的问题将得不到及时解决，这将造成学生对专业知识的不理解，对自我能力的不自信，

对教师专业水平的不信任，进而对课程思政产生负面效应。“课程思政实质是一种课程观，不是增开一

门课，也不是增设一项活动，而是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各方面，实现立

德树人润物无声”[3]。课程思政需要教师在教学改革中探索师生互动新模式，在有效的答疑时间内产生

最大的互动效应。在帮助学生解决专业问题的同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 
本文对大学数学课外答疑进行线上模式创新的探究实践。所谓线上模式，指的是利用网络直播、微

博、学习通等个人线上平台发布学习资源，线上互动交流进行课外答疑。 

2. 课外答疑创新模式设计 

主要从学生自助式学习群、网络直播答疑、基于任务激励指标等三种方式进行课外互动答疑模式设

计与实践研究。借助微博、学习通等线上平台建立学生自助学习群，师生可以在线上进行文字、图片、

语音等信息交流，实时完成课内课外学习答疑。传统线下答疑师生互动只能一对一，而在线上学习群里

的交流其他学生也能看到，一并解决潜在的学习问题。特别地，借助网络直播平台，线上师生直播答疑

模式是对学习群答疑模式的必要补充。学习群里信息杂乱，部分重要学习信息容易新信息淹没掉。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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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答疑既能做到线下面对面答疑的效果，还能利用平台的录播功能，可以供学生在网络条件良好的时

候反复观看。此外，通过创立任务激励指标，让学生在各个教学环节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再以平时成

绩作为引导，这将大大地提高学生参与到线上课外互动答疑的积极性。下面分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2.1. 线上自助式学习群设计 

为了使任务激励型指标发挥最大效能去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克服课

堂教学时间和地理等条件的限制，建立网上“第二课堂”。通过学习通，钉钉，MOOC 等线上学习平台，

建立线上答疑互动群，充分利用各学习平台的技术优势，在线与学生们互动答疑，将学生在学习中的点

点滴滴问题通过线上互动，及时做好解答。对于数学学习来说，只要准备一台电脑，一个写字板，再加

上网络，就可以实现师生间的互动。对一些经典题目、疑难题目和重要的教学信息采取发布线上信息的

方式进行分享。特别地，在线上课堂上，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地融入到线上教育。除了坚

持学科专业的性质不变、本位不改，还要挖掘其学理等相关价值观作用于学生，培育学生崇尚科学精神。

充分利用线上资源，发挥学科史、人物史的丰厚教育资源，尤其是科学的事迹风采，用他们探索科学的

过程，追求真理的历程，来引导学生，教育学生。 

2.2. 网络直播互动设计 

从教师的角度来说，传统的网络媒体答疑，一般是以文字和图片等信息进行传播。而数学由于其逻辑

的复杂性，题目的多样性和数学符号的抽象性，以及缺少课堂教学上的声音互动，这造成了网络文字答疑

效果不佳。这学期我们尝试用网络直播的视频模式进行一对多的答疑互动模式。目前有两种直播方式：

一是邀请学生代表到办公室白板上书写讲题，教师在旁互动。学生解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将及时得到解

决，后台学生通过直播互动，实时参与问题的解决，掌握相应的知识。二是在教师坐班答疑时间，对学

生提出来的问题，在白板上有声直播解答过程。实践表明，由于技术手段的成熟，在线直播能有效克服

传统答疑形式的时空局限性，和信息传播的片面性。特别是，直播视频还能保存在线上，供学生随时观

看学习。 
从学生的角度来说，网络直播是一种新兴的线上互动方式，以其涉及面广，内容多样而深受大众的

喜爱。大学生的生活基本都是在宿舍与教学区两点一线之间，基本没有机会找老师当面请教，解决学习

疑问的方式无外乎百度等搜索引擎，这就大大降低了学习效率。而直播不仅可以帮助同学们解决学习中

遇到的问题，也可以增进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直播的时候，每个宿舍里面都洋溢着热烈的学习氛围，

同学们学习的兴致被极大的提高。这种方式很符合课程思政，在思考中学习，在学习中加强思考的能力，

最终达到“学”的目的。师生交流的时间越多、空间越广、范围越大，越有利于师生的沟通和了解，越

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有利于提高课程教学效果。 

2.3. 任务激励型指标设计与实践 

为了激励学生在课内和课外积极投入到数学学习中去，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学习过程中善于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设定了多项任务激励型指标，见表 1，并根据这些指标评定平时成绩。其中，“课

堂互动”用以提高师生课堂互动性；“课堂练习”用以提高学生听课的专注性；“漂亮作业”用以提高

学生做作业的认真性，要求学生按时订正；“课外自测”用以提高学生对知识掌握的广度和深度；“课

外互动”用以鼓励学生勤于思考，促进师生间的和谐交流；“互助学习”用以鼓励学生学业互助，促进

学风建设。这些指标的设立可以激发学生参与课内课外互动答疑的积极性。若不以平时成绩作为考核结

果，会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会充分利用线上答疑平台去解决学业中的问题。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0.86175


周联 
 

 

DOI: 10.12677/ces.2020.86175 1075 创新教育研究 
 

分析表 2 的成绩，在学生完成一定指标数量的基础上，指标完成项数与对应的平均成绩之间存在这

正相关的关系，即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完成激励指标的数目越多，完成情况越好，取得的成绩也就

越高。由此平时成绩考核的指标设立能够给学生的数学自主学习带来激励作用，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和

空间开展课外互动答疑，让学生感受到对数学学习的胜任感。 
 
Table 1. Norm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icators 
表 1. 平时成绩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 指标描述 

课外互动 在线上交流平台上进行师生间，学生间互动等 

互助学习 帮助学业困难的学生在线上线下进行答疑解惑等 

课堂互动 在课堂上提问或回答问题，提供习题课题源等 

课外自测 线上自主完成教师推荐的课外拓展题，并接受教师考核等 

漂亮作业 做作业要抄题目，做错须按时订正等 

课堂练习 随堂练习、记录重点和难点等 

 
Table 2. Percentage of completed items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the corresponding average score of final roll 
表 2. 评价指标完成项数占比和所对应的期末卷面平均分 

完成项数 0 1 2 3 4 5 6 

平均分 57.53 67.19 64.36 73.41 79.7 82.26 92.5 

占比(%) 8.39 13.99 11.89 20.98 16.08 23.78 5.59 

 
任务激励指标的设计既可以作为课外互动答疑的载体，也是平时成绩的重要考核方式。教师和学生

可以从作业、笔记、课堂练习、课外拓展练习等方面发现学业的困惑，再利用线上平台，高效地将问题

加以解决。特别地，微信、微博、直播等媒介可以突破时空的局限性，在师生间建立互动答疑线上模式，

再辅助有效的考核机制，这将吸引更多的学生积极参与课程思政课内外互动，实现“知识传授”和“价

值引领”有机统一，有效推动课程思政的立体化育人。 

3. 新模式下的思考 

经过多个学期的教学实践发现，自行设计的任务激励指标能客观反映学生课程的参与度，网络线上

的应用能有效拉近师生间的距离。学生成绩的优良率得到了大大的提高，挂科率呈现下降趋势。而从学

生对任课教师的评教结果来看，互动答疑线上模式也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获得了学生的一致好评，这

对高度抽象的大学数学教学来说实属不易。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说：“教育就是培养行为习惯”。我们要以润物无声的形式将正确的价值

追求和理想信念有效传导给学生，进而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在自媒体时代，我们需要进一步在

课堂内、课堂外进行教学创新，在以政治认同、国家意识、文化自信和公民人格为重点的顶层内容体系

内，构架吸引学生、监督学生、鼓励学生学习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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