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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学教学质量提升与变革的思考

丁　 勇,李文婧,高亚锋
(重庆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重庆　 400045)

摘要: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除了注重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还应对学生汲取知识能力的提升加以

思考。 结合在线教学模式,针对受众学生的状态进行了调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教学方法的革新

思考与探索。 调研反映出在线模式下,学生自我思维意识对于学习效果的影响明显,而学生自我思维意

识的提升,正是在学习过程中得以逐步实现的。 在教学方法和模式的问题分析中,结合调研反映出的各

阶段受众体特性的不同,提出了应根据不同阶段按阶施教的在线教学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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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伊始,一场公共卫生事件触发,时值寒假,全国大中小学已进入休假模式,但此次事件持

续时间较长,超出了预期。 2020 年 2 月开始,全国教育系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在线授课学习模式。
重庆大学按照课表安排,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开始正常教学活动,全员开启在线教学模式。 在这个

过程中,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学校把更多的关注点聚焦在教师身上,包括线上教学的模式统计、教学

督查、课件制作等,各种教学模式的辅导讲座扑面而来,在缺乏针对学生环节的更多可行性措施的

情况下,只能从教师教学环节入手,保证线上教学质量。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基于现实情况逐渐意

识到:高等教育的受众主体是学生,这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自我思维的成年人群体,这也是明显区

别于中小学教育之处。 为此,基于受众对象的意识和思维模式特点,笔者开展了调查分析,结合当

前高校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思考高等教育教学的革新。

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特点

高等教育是在中等教育基础之上进行的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职业人

员的主要社会活动。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高等教育学历层次包括博士、硕士、本(专)科。 当

前,高等教育更注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提升科学研究水平”。 根据教育部 2019 年发布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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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发展情况报告,到 2019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 50%,已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

等教育体系[1] 。 国际上通常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15% ~ 50%即表示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

段[2] 。 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3] 。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高等教育的受众不断壮大。 据资料[4] 显示,高校学

生的专业基础课不及格率最高达 30%,专业课不及格率达 10%。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学生

专业技能的学习质量? 笔者认为,对成年人而言,自我思维意识是直接影响学习效果的重要因

素之一。
所谓自我意识,是意识的一种形式,指主体对自身的意识。 它包括对自身机体及其状态的意

识,对自己肢体活动状态的意识,对自己的思维、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的意识,包括提升自我观念、
自我知觉、自我评价、自我体验、自我监督和自我调节控制等主要内容[5] 。 人的自我意识提升需要

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发展和完善,包括正确的自我认知、客观的自我评价、积极的自我提升和不断关

注自我成长等几个方面[6] 。

二、高等教育受众主体的实际情况分析

基于上述思考,笔者结合教学实际进行了在线教学模式下的学生学习状态调研。 根据本科教

学和研究生不同阶段教学模式的差异和各自的需求,为了确保问卷的可比性,采用同一套问卷,分
别针对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群体进行了调研。 调研以学生作为第一人称,分别对其认

为影响在线授课和学习质量的因素、对在线教学的评价、在线教学中自我能力的发挥等进行了信息

收集。 三类被调查群体人数分别为 89、39、15 人,基本涵盖了所授课程的受众对象,因此调查结果具

有代表性和准确性。
(一)教学质量的认知分析

在针对在线授课质量影响因素的调研中,三类群体调查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在线授课质量影响因素(可多选)调研

选项 本科生比例 / % 硕士生比例 / % 博士生比例 / %

授课方式 47. 42 51. 28 53. 33

授课课件 46. 39 38. 46 40. 00

讲解质量 67. 01 71. 79 60. 00

学习自主性 62. 89 76. 92 20. 00

学习环境 43. 30 41. 03 40. 00

　 　 从由表 1 各项分布比例可知,在针对教学质量的评价上,学生普遍认为教师在这个环节中具有

重要作用,包括授课形式、课件质量和讲解内容等。 加强教师环节的质量建设,对于提升教学质量

具有普遍意义。 与此同时,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群体中选择“学习自主性”选项比例较高。 可见,在
这个阶段的学习中,从学生内心对于学习自主性重要性的深刻认知已经感觉到,在类似无人监管模

式下,自主性将直接影响教学质量;而反观博士研究生群体,其各项分布比例较为均衡,但学习自主

性反而最低,这是因为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大部分的学习均是主动学习,因此,其对学习自主性已

不再敏感。
针对学习质量自我评价的调查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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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习质量自我评价

选项 本科生比例 / % 硕士生比例 / % 博士生比例 / %

完美 4. 12 7. 69 26. 67

还可以 27. 84 38. 46 40. 00

基本可以 39. 18 28. 21 33. 33

有点不太满意 23. 71 23. 08 0. 00

很糟糕 5. 15 2. 56 0. 00

　 　 从表 2 可知,与表 1 类似,本科生和硕士生对于学习质量的自我评价表现出了相同的趋势,大约

25% ~ 30%的学生对目前的学习状态不满意,其中本科生的比例稍高;而博士生则反映出高度的一

致性,不存在不满意的情况,有超过 25%的博士生认为效果完美。 这一结果也与线下学习质量是否

提升的调查结果(表 3)相一致。
表 3　 如果是线下教学学习质量是否会提升调查

选项 本科生比例 / % 硕士生比例 / % 博士生比例 / %

会明显提升 27. 84 20. 51 6. 67

可能有所提升 48. 45 46. 15 20. 00

基本一样 18. 56 25. 64 46. 67

会差一些 5. 15 7. 69 26. 67

　 　 综合表 1—表 3 的结果可知,对于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模式下,以授

课为主的学习模式使得学生养成了“听”的习惯,因此,在缺乏监督、基本自主的学习状态下,大部分

学生已经意识到学习效果不佳,这其中,自主性是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65% ~ 75%的学生认为,强迫

式的课堂教学有助于提升自己的学习质量,本科生更为明显,而已经处于自主学习阶段的博士生反

而觉得在线形式会更好,这一比例超过 25%。
(二)对在线教学的主观评判

在针对当前在线教学习质量影响因素的分析中,调查结果(如表 4 所示)与前面的分析有一致

性,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反映出的影响因素基本一致,超过或接近 70%的学生缺乏自主性不能全身

心投入学习;而博士生则认为无法面对面沟通是影响学习质量的主要因素。 其中,有 20% ~ 30%的

学生表示不适应在线教学,这主要是因为这种模式前所未有,在中国传统的体制内教学均没有采用

这种模式,造成了包括环境、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改变。
表 4　 影响学习质量的因素

选项 本科生比例 / % 硕士生比例 / % 博士生比例 / %

不能保证按时上课 10. 31 10. 26 6. 67

不能保证专心听课 75. 26 69. 23 20. 00

不适应在线教学 29. 90 20. 51 20. 00

不能面对面解答 20. 62 33. 33 60. 00

　 　 在对在线学习的好处的评价上,每个选项都呈现出递减或递增趋势,如表 5 所示。 这反映出处于

不同阶段学习的学生,其自身的思维和意识在不断提升,认识问题和对待问题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
例如:对于“互动”和“资料查阅”问题,反映出在学习过程中,研究生与本科生的自主思考能力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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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而对于“回放”问题,则反映出不同阶段由于自主性原因,其对既有资源的依赖逐步减少,更多地

愿意探索未知资源。 在“促进查阅资料”的调查中,本科生的选择比例接近 50%,并且排在第二位,由
此可见,受条件的限制,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无形中得以提升。

表 5　 在线学习的好处

选项 本科生比例 / % 硕士生比例 / % 博士生比例 / %

听(看)得更清楚 32. 99 41. 03 60

讲得更明白 8. 25 12. 82 26. 67

互动更灵活、流畅 12. 37 23. 08 53. 33

可以看回放 86. 6 76. 92 46. 67

可以促进查阅资料 44. 33 53. 85 60

　 　 在对于学习方式的调查中,同样的递进趋势被反映出来,如表 6 所示。 在针对专业课程的受众

调查中,当前不分阶段、普遍采用的授课方式是否真正适用? 当学生认为讲课没有“意义”时,所谓

的学习会是一个什么状态? 表 6 反映出对于在线教学,随着学习阶段的不同,本科生、硕士生、博士

生的关注对象、期盼模式是有所区别的,各自需求确定了教学的关注点,而教学也应该更加关注不

同阶段、不同受众对象的自我需求。
表 6　 当前学习可以采用“自学+交流”形式的认知

选项 本科生比例 / % 硕士生比例 / % 博士生比例 / %

完全需要讲解 2. 06 0. 00 0. 00

<30% 21. 65 15. 38 0

30% ~ 50% 28. 87 30. 77 26. 67

50% ~ 70% 20. 62 33. 33 33. 33

>70% 24. 74 17. 95 20. 00

完全可以自学解决 2. 06 2. 56 20. 00

　 　 (三)在线教学中自我能力的发挥

在对是否查阅除老师指定的课件、课本、资料之外的资料进行进一步学习的调查中,本科生和

硕士生再一次反映出同样的规律,而博士生的情况也与前面类似,反映出明显的不同,如表 7 所示。
仍然有超过 50%的硕士生不习惯查阅资料,学习中没有充分发挥自主思维,缺乏自主学习;超过

70%的博士生已经养成查阅资料的习惯,自主学习能力提升明显,因此,更适宜开展深层次的研究和

探索。
表 7　 学习模式的调研

选项 本科生比例 / % 硕士生比例 / % 博士生比例 / %

一般不会 10. 31 7. 69 0. 00

偶尔会 59. 79 56. 41 26. 67

经常会 20. 62 20. 51 46. 67

基本都有 9. 28 15. 38 26. 67

　 　 就学习方法的调查如表 8 所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对比很明显,在明显具有引导性的

“理解记忆”一项中,大家都达到了 80%以上的选择比例,但是在后续学习方法的选择中,本科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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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生的选择明显偏少,由此可见,何为“理解”,如何在“理解”的基础上“创新”,博士生表现明显,
但对于高等教育的大部分受众主体而言,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表 8　 学习方法的调研

选项 本科生比例 / % 硕士生比例 / % 博士生比例 / %

读、写、背 42. 27 33. 33 26. 67

记住就好 18. 56 23. 08 6. 67

理解记忆 81. 44 84. 62 80. 00

联想拓展 39. 18 41. 03 86. 67

探索更多 20. 62 28. 21 73. 33

　 　 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的养成实际上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思维的提升过程。 在学习过程中,知识

的摄入源于能力的提升,而能力的提升则基于自我思维意识的更新与提升。
上述调查分析反映出,在学习过程中自我思维意识对问题认知、效果判断、自我评价方面作用

明显,由于处于特殊时期,在必须采用这种模式的情况下,学生一方面反映出自我思维意识对学习

主动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为成年人理性思维的一面,也就是自我思维意识不强导致学

习效果较差的问题。 由此可见,在高等教育中提升学生的自我思维意识,促进学生的自我修行,对
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有着显著的作用。

三、当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按照国务院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高等教育在未来的发

展将以推进“双一流”建设为目标,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加快高等

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水

平,使之成为知识发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的重要源泉、培养各类高素质

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在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7] 。 而这期间,要
真正培养出创新能力突出、高素质优秀人才,面对目前的高等教育教学模式,以及上述教育中的实

际问题,作为高等教育从业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尚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教育观念与方法革新不彻底

以当前各个高校都在进行的课程体系改革为例,其目的是更新教学体系,满足新时期的发展需

求,但是大多数专业课程体系的更新存在“换汤不换药”的现象,导致所学知识与实际应用脱节,学
生不能在第一时间了解科技发展新动向,导致学习兴趣淡薄,从而失去学习的主动性。

(二)教学方法固守陈规,保守冒进并存

一方面,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对创新方法的实践力度不够,对于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停

留在教案阶段,不敢实践、不善实践,导致创新能力培养浮于表面,未能与国家的要求实现真正的并

轨发展;另一方面,不乏“拔苗助长”的现象,不考虑学生的实际状况,单方面采用“高阶”人才培养方

式,注重形式创新,而忽略了学生能力的培养。
(三)教学管理方式以行政考核为目标

当前,高校教学管理中仍然存在一线教学经验不足或长时间不从事一线教学的管理者,对教学

质量的把握单纯停留在指标上,忽略教育以人为本的根本需求和目标,忽视了对于学生提出问题、
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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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基于上述分析,一方面可以透过当前特殊时期、在特殊的实际环境中所反映出的实际情况,为
我们提供更多的教育思考。 何为教育? 笔者认为教育就是培养人、提升人,尤其是高等教育,应该

充分重视和有意识地挖掘、提升学生的能力。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高等教育面对的受众主体,既
有同质性也有差异性,所谓因材施教,这里更多的是体现在根据不同的阶段,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模

式“按阶施教”,一味地和拔高的,都是负面的和不可取的。
在高等教育的实践中,教师、学生除了授与学的关系,更应该建立真正的教学互助模式,这是一

个需要经历根本改革与革新的过程,这一次公共事件迫使大家必须面对新的教学模式,或许是一个

真正思考改革需求与效果的机会。 这种模式的建立与革新,绝不是文件和指标能够解决的,教育的

根本是人,高等教育应该可以理解为把人培养成具有高级思维能力的过程,那么,对于人的自我思

维意识的提升应该是重点。 促进受众体———学生不断完善自我,应该是教学模式革新的出发点。
那么,针对高等教育的实施主体的责任和义务,也应该进行具有革新意义的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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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attention
 

should
 

not
 

only
 

be
 

pai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but
 

also
 

to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ability
 

to
 

gain
 

knowledge.
 

Combined
 

with
 

online
 

teaching
 

mode 
 

the
 

paper
 

conducts
 

a
 

survey
 

and
 

analyzes
 

the
 

state
 

of
 

the
 

audience
 

students 
 

and
 

on
 

this
 

basis 
 

carries
 

out
 

thinking
 

on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Through
 

the
 

survey
 

about
 

learning
 

state 
 

it
 

is
 

reflected
 

that
 

under
 

the
 

online
 

mode 
 

students
 

self-consciousnes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earning
 

effec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self-consciousness
 

is
 

also
 

achieved
 

gradually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models 
 

combined
 

with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udience
 

students
 

in
 

the
 

survey
 

at
 

each
 

stage 
 

the
 

idea
 

that
 

teaching
 

method
 

should
 

be
 

take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tages
 

i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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