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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课堂教学华丽转身,一部分教学活动变成了“云操作”,而作为教育工作者也应当深刻意识到线上教学与传

统教学的差异,利用互联网特点开展教学活动。在教师层面,更要意识到自身角色已经发生转变,不再是教室里“围我而转”的样态,要做到将优

质的网络资源供给给学生以及思考自身专业课程网络教学的开发。本文就旨在研究高校线上教学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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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备课三大法则,发挥“云课堂”优势 

有效备课才能高效教学。《说文解字》中有“備(备),慎也。”的说法。

从教师备课的角度来看,就是要求其要认真、严谨。在传统教学过程中,

教师备课主要集中于研究教学大纲、熟悉教材、规划教学方法、编写教案

等,而在“云课堂”中,备课要格外注重“三大法则”。 

1.1角色认知 

从面授到“云端”,教师披上了一件“新衣服”,成为“主播”。因此,

在线上教学中,教师既要注意知识讲授,也要掌握并运用相应的直播技能。

教师直播上课与带货、喊麦、游戏直播不同,为了更好地吸引学生听课,

教师应要注意两个方面： 

一方面,形象。“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教师需避免出现“衣冠不整”

的邋遢形象。因此,教师要调整好摄像头位置,尽量选择平易近人的中近景

视角进行授课。除此之外,教师提前打扫并整理教学环境、选择合适光线,

也有助于在上课时给学生一个良好的观感。 

另一方面,教师应提前学习并掌握直播环境下的言语表达与互动方

式。由于声音是通过设备收录、网络传播,学生也可以根据需求调整,所以

教师音量不宜过大。同时,教师应尽量选用聊天式的话语模式,做学生学习

的陪伴者；使用文字答疑、弹幕、连麦等功能,也能形成更好的互动。 

1.2专业课程开发与设计 

线上与线下课程受传播途径影响,有着本质区别。为此,教师备课时,

要理清哪些专业课程能实现线上教学,仔细思考课程的开发与设计。具体

如何设计？笔者思考了几个方向： 

首先,微课化。2008年,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胡安学院的教学设计师

David Penrose明确提出了微课程(Micro-lecture)的理念。在实践中,“短

小精悍”的课程内容也确实更容易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因此,教师进行线

上课程可以考虑将内容拆分成几个小单元录制成微课。不过,教师也不能

过度地依赖微课而不进行后期串讲,这容易造成学生学习没有框架、不成

体系,形成“一锅粥”的窘境。 

其次,游戏化。教育学是 早进行游戏化研究和实践的领域。目前,

游戏化被定义为“在非游戏情境下使用游戏设计元素”,旨在借助游戏的

力量,解决现实问题,并提升幸福感,这一观点被许多学界和业界的人士认

同。在具体实践中,可以使用类似闯关答题的方法刺激学生参与学习,即学

生通过教师或APP页面提示进行答题,答题完成获得对应积分,累计积分值

达到目标进入下一关。 

后,精准化。线上教学的时长、方式较线下授课都有所不同,因此,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考虑课程容量,注意教学内容的精准化设计。精准化

的要求是精细、准确、有针对性,在备课阶段,具体体现为精细挑选授课的

内容与形式、准确测绘学生表现、预设教学情况,针对性构想解决方案。

换言之,线上授课对于大多教师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如就告别经验主

义,为学生做一个全新的私人化的订制课堂。 

1.3备课也要备平台 

正如前文所言,教师线上备课需要备角色、备课程,而在实际情况中,

备平台也是至关重要的。备平台要考虑相关课程的特性和教学需求,同

时,笔者认为这种选用不能单一,教师个人也有必要掌握多个平台的操

作技巧。 好的办法是以某一平台为主,其他平台为辅,形成交叉纵横的

网状平台, 终实现平台教学的互通互融,以此来丰富教学手段,提高教

学质量。例如： 

《言语表达》课程是高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也是一

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教学过程中需观察学生的基础语音发声,同

时培养学生的即兴口语表达、演讲、辩论能力。因此,为了实时观测学生

的嘴形、表达动态,进行有效的理论讲授和辅导,就必须选用可以视频通信

的平台,进行互动教学。教师可以将“瞩目会议”设为主要授课平台,辅以

“腾讯课堂”,进行在线直播授课。因为“瞩目会议”可以利用自身的视

频功能进行示范教学,也可实时选择学生进行发言,形成打破时空的教学

互动；“腾讯课堂”的使用又方便学生实时观看课程案例和PPT演示,记录

内容,增强理论认知。 

而对于一些计算机操作课,就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思考。《节目后期

制作》《三维动画与特效》都是高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软件实践课程,

但如何进行操作演示,这是在开课前就必须思考的问题。利用实时在线平

台,画质可能会受损并出现网络卡顿等问题；如果纯利用网络资源,又不适

用于学生发展需求和专业诉求。因此,笔者认为“ApowerREC”(录播软件)

和百度网盘是该类课程的 佳拍档。“ApowerREC”可以录制高清画质,以

确保实操部分的展示；百度网盘存储量大,方便学生在线或下载观看操作

视频。 

2 规范教学管理,提高线上学习效率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想要渗透线上教学的活动,将其有效推进,

离不开合理的组织与管理,这一点在线下教学实践中就早已证实。而教师

作为学生健康成长的守护者、学生学习活动的灵魂人物,在“线上教学”

中也必须要解决教学管理的问题。但是,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比,教学管

理难度更大。可以这样说,教学管理成功了,学生有效参与课堂学习了,教

学就成功了70%。因此,在“线上教学”中,有必要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教

学管理模式。具体方案如下： 

第一,规范上课时间,准时报到。“线上教学”的课程时间理应和高校

原定课表相一致,形成一种在家学习如同在学校学习的规范。因为线上课

堂不仅面向学生个人,更是面向家庭的、社会的。除了学生个人,其父母、

兄弟姐妹亦有机会陪同学生进行学习。因此,规范上课,不仅是课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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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学校形象的体现。当然,点名或报到方式还要依据学生与教师的生活

习惯和课程类型进行个性化的规定。 

第二,课间休息,寓教于乐。适当的课间休息有助于学生缓解学习疲

劳、增进师生情谊,这也是师生关系的粘合剂。“线上教学”的课间可以充

分利用互联网展示教师与学生特色,平时比较内向的学生也可以通过弹

幕、文字等方式参与到休息娱乐中。课间休息的方式也是多样的,缓解疲

劳的眼保健操或肩颈拉伸、陶冶性情的纯音乐分享、赏心悦目的才艺展示

等等,足以让教师和学生玩转课间。 

第三,教学过程中,实时随机抽查。线上课堂,师生未必会在同一个频

段,甚至可能出现“你在云端起舞,他在家里迷迷糊糊”。的确,受设备影响,

教师直播时可能看不到学生或者只能顾及到一部分同学的学习状态。没有

实际的管理和约束,网课效果会大打折扣。面对这种情况,随机抽查就显得

更加有必要。教师可以利用音频、视频、对话框等形式让学生实时回答问

题,与学生在线互动与交流并给予 及时的回馈,适当追加思考式的提问

也有助于强化学生学习能力和问题意识。不过,这一“没有围墙的课堂”

受时空限制,在家学习也不同于在教室学习。“线上教学”的问题回答应当

充分实行人性化管理,学生可以穿睡衣出镜,也可以语音对话,这要遵从学

生的意愿。 

3 打通教学壁垒,实现教育完整闭环 

“云课堂”不能将所有的教学活动往线上粗暴地一摆,线上教学的时

空壁垒需要打通,实现闭环。“作业”就是实现线上与线下互通互融的桥梁,

也是教学效果 直观的呈现、联系师生的重要载体。作业环节运用得当,

还能实现教学形态“翻转”,帮助学生实现知识内化。具体来看,线上教学

的作业应当有以下几个步骤：作业布置→线下批阅→线上评析→线下更改

→线上单元展示。 

作业布置的目的是创建学习任务,应用文档的形式准确地列出要求,

让学生了解到需要达到的目标。这种针对性的教学设计也有助于让学生产

生内在驱动力,完成学习任务。 

线下批阅是在学生自主完成作业后,教师根据学生作业情况进行反馈,

整理学生薄弱点以便后期在线指导。不过,要注意的是线上教学中作业的

传送问题,如若学生直接放至课程群里,教师可能会面对群内消息被淹没

的情况,聊天视图中也不便查看作业。为此,教师不如选用邮箱,这助于对

作业逐一查看,也能针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辅导, 终使学生加深对课程

内容的理解。这样的方式提升了作业点评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线上评析则是课堂环节,教师应根据学生作业的完成情况解决共性问

题,同时促进学生连线交流,探究重难点问题。在评析中,教师还应善于挖

掘学生的闪光点并引导学生进行思考。本质上,教师既是讲授者,也是指导

者,更是主持人,主持好这一环节也是整个教学活动的关键。 

线下更改能够满足学生进一步提升的要求,学生需根据薄弱点或重难

点再次进行作业更改,这能使学生完成更好的作品,达到教学目标。对于学

有余力的同学,亦能在此环节精益求精,熟练掌握知识点。 

终要完成整个教学闭环还需给学生一次展示的机会,即线上单元展

示。高校课程开放、多样,也面向社会。学生可以将作品展示至学习群,

也可以投放到网站上,让自身成为整个学习过程的焦点。 

4 结语 

线上教学发展至今,已经不是零星点点,而是未来的教学趋势。披上了

科技、网络的外衣,其教书育人的核心依旧不能忽视,“一言堂”式的课堂

形式更不能出现。另外,“教师在线就等于上课、学生在线就等于听课”

这样的说法也存在着很大的误区。作为教师,在线上教学时,要充分认识到

自身角色的变化,应当以新技术、新手段“点中外”、“到古今”,打造一个

网络互动式课堂。 

然而,不得不说的是线上教学并不简单,其有效化、优质化的推进更有

难度,从教师工作量来看,实质相当于线下教学的三倍。教师的用心、用情

就是 给力的“工匠精神”。教师摸爬滚打、勇于担当,为线上教学添砖加

瓦。今后,线下教学可以辅以线上教学,形成优势互补,这种结合也将会为

教育事业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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