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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科技大学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文件 

 

 

科大教评发〔2020〕3 号 

 

关于对第 1-3 周的线上教学状况 

开展学生教学信息员访谈的情况通报 

 

校属各教学单位： 

为进一步了解我校针对疫情防控需要全线开展线上教

学的真实教学状况，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组织学校教育

教学督导专家专门策划了面向部分学生教学信息员的访谈

活动，就有关线上教学和线上学习状况进行了解，收集到一

些有价值的学情信息、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访谈结果通报

如下： 

一、访谈时间：2020 年 3 月 12 日—16 日。 

二、访谈对象：随机抽取来自 41 个专业的不同年级的

72 名学生教学信息员。 

三、访谈形式：QQ 交流、电话联系等远程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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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访谈内容：主要包括任课教师线上教学组织情况、

课程资源准备和利用、教学互动、辅导答疑、作业布置和批

改等方面。 

五、访谈结果 

   本次访谈得到了所有接受访谈学生的积极配合，参与访

谈的学生均能认真回答督导专家的问题，收到的信息基本能

体现我校开学初全线开展线上教学的真实状态。 

   （一）好的方面 

1．在线课程覆盖面较好。本学期我校各专业所开设的

理论课程，除了体育课、实践课和部分没有到上课周次的课

程之外，其他所有理论课程基本上已全部开展了在线教学，

学生总体反映在线教学资源丰富，授课形式多样，任课教师

对在线教学认真负责，师生交流沟通顺畅。与学校教务处的

有关工作要求相符。 

2．教师能够综合使用在线教学方式及教育资源。目前，

全校任课教师组织教学的形式主要有直播教学、慕课教学和

直播教学+慕课三种方式。直播平台大部分采用腾讯课堂、

腾讯会议和雨课堂，少量教师采用 QQ 直播、钉钉、微信等

方式开展直播，慕课教学主要采用中国大学 MOOC 和广西科

技大学在线教育综合平台等提供慕课视频、练习和讨论的形

式。除了主要的教学平台提供的教学资源之外，部分教师还

通过 QQ 群或微信群向学生提供了电子教材、相关视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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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软件安装资源等课程资源。 

3.大部分课程有教学互动交流与辅导答疑环节。线上课

程教学基本上都设计了学生的互动交流环节，其中直播课程

的交流互动是通过直播平台进行的，如雨课堂的弹幕、随机

点名和限时练习、腾讯课堂和腾讯会议的连麦等，而慕课教

学的交流互动则通过慕课堂、慕课中的讨论区、QQ 群等方式

进行。作为辅助教学平台，几乎所有课程都建立了相应的 QQ

群或微信群，用于与学生开展交流和辅导答疑。大部分课堂

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顺畅。相对于慕课教学，直播教学在师

生互动交流方面更具有优势，互动交流更有效、更及时，互

动参与率更高。 

4. 大部分课程布置有作业并给予批改。在线教学的任

课教师都能通过教学平台布置作业，如利用雨课堂、中国大

学 MOOC 教学平台、QQ 群等方式，在直播教学结束或慕课视

频观看完成后布置课后作业，作业形式丰富多样。大部分任

课教师批阅作业及时，部分教师还能在批阅作业之后给学生

提供详细的参考答案或讲解分析。 

（二）不足方面 

在访谈过程中，同学们也反映了在线教学和在线学习中

面临的困惑、存在的不足和困难，具体如下： 

1.希望任课教师多采用直播教学方式进行在线教学。与

慕课教学相比，由于直播教学更有利于实时互动和交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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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于线下课堂教学，因此更受到学生的喜爱。学生希望老

师们能采用可以回放的直播平台，便于课后反复观看。此外，

大部分学生表示更期待能尽早返校回到教室学习。 

2.无教材或仅有电子教材对学生的学习质量有很大影

响。由于目前学生没有教材或只有电子版教材，教学过程很

难同时结合教材进行学习，因此学习质量受较大影响。   

3.部分专业作业任务量较重。部分专业线上教学的作业

任务较重，所有课程都有线上课程作业，每天学习量很大。

团队完成的作业形式少，不利于加强同学们之间的相互交流

和沟通。 

4. 作业提交时间限时太短。由于部分学生学习条件所

限，建议延长作业提交时间，同时对于可以进行作业互评的

教学平台，建议任课教师适当减少作业互评所占的分值比

例。 

5.多门课程多样平台要求不一，学生学习效率低下。线

上教学平台种类繁多，教学过程缺乏统一要求，学生需要在

每一个教学平台进行认证，学习如何操作使用，过程繁琐，

耗费时间较长，建议在线教学的课程统一使用一至两个教学

平台进行授课。 

6. 部分教学平台运行不稳定。部分直播教学平台看不

到教师设计的动画效果和推导演示过程，看不到教师的肢体

语言，师生互动交流受到一定限制，影响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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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学生的学习工具和网络条件有限。部分学生在家没

有电脑和宽带，完全依靠手机流量参加在线学习，部分学生

网络条件较差，直播卡顿，在直播教学中难以跟上教师上课

的进度和教学互动。 

8. 在线教学模式简单平移。一部分课程教学仅仅把课

堂搬到网上，完全照搬平台资源或线下的教学资源，没有充

分发挥网络教学平台的各种功能，综合利用好课前、课中和

课后各环节的辅助教学资源；部分教师没有针对线上教学的

特点和学生的情况对教学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调整教学的

内容和节奏，进行合理的教学设计。 

9. 部分理实一体化课程授课效果差。部分理实一体化

课程在线下教学时是采用一边实践一边讲授理论知识的模

式，一次课为 5个课时，改为线上授课后 5节课均为理论课，

任课教师的授课 PPT 中关于实践操作的视频较少，学生难以

理解和接受。 

10. 部分教师不遵守课堂教学时间纪律。直播课教师拖

堂现象时有发生，影响学生按时参加其他课程的学习。 

11. 部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不强，影响学生的学习质

量。部分学生自控力不足，缺少课堂面对面教学过程中教师

的监督，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较差。 

六、改进建议 

根据以上访谈的情况以及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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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督导组经过研讨后提出以下改进建议： 

（一）不同的在线教学平台都具有自身的优势和缺点，

建议任课教师针对不同的课程选择自已课程适用的平台。无

论选择何种教学平台，都不能照搬平台资源或线下的教学资

源，教师都应针对线上教学的特点和我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对

教学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或增删，调整教学的内容和授课节

奏，根据线上教学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教学设计。 

（二）由于教学平台功能方面的限制、平台和网络经常

出现卡顿、拥塞，线上教学过程师生、生生互动与交流受到

一定的限制，以及学生居家在线学习所处的周边环境对于上

课的质量也有所影响等客观原因，线上教学的教学效果与线

下教室内面对面教学仍有一定的差距，建议任课教师及时根

据实际情况调整教学进度和教学安排，加强对课后作业的管

理，通过各种线上教学工具探索作业的布置和批改方式，对

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进行有效的考核。 

（三）虽然在线教学可以无限次回放，同学们可以更加

合理地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但由于缺少对学生学习的监

督，部分自制力较差同学的学习效果较差，可能会使不同学

生的学习效果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自制力好的优秀学生可

能会因为可以更加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学习从而更加优秀，而

自制力较差的学生可能会因为缺少监督而什么都学不到。建

议各教学单位和任课教师充分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根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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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

导和督促学生认真参与在线学习，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虽然本次大规模实施在线教学是疫情防控期间的临时

举措，大多数教师都是第一次开展线上教学，也没有经验可

以借鉴，但是我校的广大任课教师都能尽最大的努力克服各

种困难开展在线教学，贯彻执行“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

的教学工作要求。任课教师在在线教学组织、资源的准备和

利用、课堂的互动、辅导和答疑，以及批改作业等方面都付

出了辛勤的劳动，对此,学生们也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希

望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各教学单位以此次大规模在线教学

为契机，大力加强在线教学平台建设，加强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课程的培育与建设。希望任课教师根据目前在线教学存

在的问题，加强学习，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在线教学能力和水

平，认真思考如何提高在线教学质量，真正实现线上教学的

同质等效。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2020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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