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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根据在线教学对学生能力培养的高要求ꎬ 在 “以学为中心” 的教学理念指引下ꎬ
研究提出了在线教学 ＳＡＡＬＯＮ 新模式ꎬ 从明确教学目标、 组织学情调查、 开发教学资源、 直播

展示探究、 开展学习评价与教学反思等方面ꎬ 总结归纳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下在线教学流程的内涵特

点ꎮ 为检验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在培养学生能力上的成效ꎬ 遴选了信息获取能力、 信息处理能力、 自

主学习能力、 协作学习能力等七个方面的能力指标ꎬ 在试验班和对照班ꎬ 从学生能力提升率、
学生自我评价、 学生成绩、 教学群信息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在

培养学生 “七个能力” 方面不同程度优于现行在线教学模式ꎮ
关键词: 在线教学ꎻ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ꎻ 能力为本ꎻ 直播展示ꎻ 量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２ － ８８７４ (２０２０) ０３ － ００７２ － ０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ＡＡＬ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 Ｚｅ￣ｙａｎꎬ ＨＵＡ Ｄａｎꎬ ＹＡＮＧ Ｊｉｎｇꎬ ＺＨＡＩ Ｗｅｎ￣ｑｉａ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Ａｒｍ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ＬＡ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１１０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ꎬ ａ ｎｅｗ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ꎬ ＳＡＡＬＯＮꎬ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ｌ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ｌｉｖ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ｕ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ＡＬ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ꎬ ｓｅｖｅ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ｃｌａｓ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ｅｌ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ꎬ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ＡＬ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ꎻ ＳＡＡＬＯＮ ｍｏｄｅｌꎻ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ꎻ ｌｉｖ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ꎻ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一、 引言

当前ꎬ 将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无缝融合的在

线教学已成为重要的教学组织形式ꎮ 突如其来的

新冠疫情极大地促进了在线教学的应用和发展ꎮ
在教育部 “停课不停学” 的要求下ꎬ 各高校不管

是主动作为ꎬ 还是被动参与ꎬ 都依托网络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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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ꎬ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在线教学ꎮ
不管是依托 ＭＯＯＣ、 ＳＰＯＣꎬ 还是采取其他在

线教学模式ꎬ 当前高校的在线教学大都是以教师

直播课为主ꎬ 学生课后复习和答疑为辅ꎬ 具体组

织分为课前预习、 直播精讲和课后巩固三个步骤ꎮ
其理论基础仍以传统的 “凯洛夫教学法” 为基本

遵循ꎬ 即将教学流程固化为 “复习旧课、 讲解新

课、 巩固新课、 布置作业” 等步骤ꎬ 而疏于考虑

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风格[１]ꎮ 这种在线教学模

式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ꎬ 课前预习ꎮ 教师

提前一周发布本次课的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

学视频、 课件和教材等相关学习资料ꎬ 组织学生

进行课前预习ꎮ 第二ꎬ 直播精讲ꎮ 借助 “腾讯课

堂” 等直播平台ꎬ 教师针对本次课的重难点进行

直播讲授ꎮ 首先ꎬ 复习旧知识点ꎬ 通过讲评前一

次的课后作业ꎬ 巩固所学知识ꎻ 其次ꎬ 以案例为

依托ꎬ 讲解新知识点ꎬ 每讲完一个知识点ꎬ 设计

有针对性的一两个问题ꎬ 组织课堂练习 (答题卡

或举手)ꎬ 帮助学生加深理解ꎻ 最后ꎬ 进行课堂

小结ꎬ 梳理本次课框架结构ꎬ 对所学知识进行归

纳总结ꎬ 再一次强调重难点ꎮ 第三ꎬ 课后巩固ꎮ
一是要求学生完成课后作业ꎬ 教师及时批改ꎬ 并

在教学群展示优秀作业ꎬ 及时讲解错误率高的题

目ꎮ 二是在教学群实时答疑ꎬ 鼓励学生互相回答

问题ꎬ 教师及时点评、 答疑ꎮ 三是每单元结束后

组织在线知识点测试ꎬ 检验学习效果ꎬ 调整教学

方式ꎮ
这种在线教学模式 “先教后学” “教师讲、 学

生听” 的传统思维定式和流程在确保知识传授的

系统性、 教学学习的便捷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２]ꎮ 但是ꎬ 现行模式总体而言仍以知识点传授

为主线展开ꎬ 疏于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ꎬ 在内

容设计、 交流互动、 探究协作等质量方面还有待

提升ꎮ
鉴于此ꎬ 为了发挥在线教学在培养学生能力

上的独特作用ꎬ 基于笔者长期的研究性教学探索

和实践ꎬ 提出了 ＳＡＡＬＯＮ 在线教学新模式ꎮ 结果

表明ꎬ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所承载的信息化教学理念、 教

学方式可给在线教学带来新的活力ꎬ 有助于培养

学生多个方面的创新能力ꎬ 对推动教学改革、 提

升学生学习成效具有积极意义ꎮ

　 　 二、 在线教学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的流

程与特点

　 　 ＳＡＡＬＯＮ 在线教学模式ꎬ 就是将为学生提供及

时有效的学习支持服务 ( Ｓｕｐｐｏｒｔ) 作为教师的主

要职责、 以培养学生能力 (Ａｂｉｌｉｔｙ) 为核心、 以学

生自主学习 (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为主要学习形

式、 以学生的学习成效 (Ｏｕｔｃｏｍｅ) 为最终评价标

准、 以网络 (Ｎｅｔｗｏｒｋ) 为教与学空间的教学模式

(英文首字母组合为 “ＳＡＡＬＯＮ”)ꎮ 从现行教学实

践成效来看ꎬ 该模式运用范围可覆盖人文社会科

学、 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理论课教学ꎬ 但运用

该模式开展实操技能类教学和实验 (野外现地)
教学的效果尚不明晰 (尚未开展此类教学效果对

比实验)ꎮ
(一)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的内涵特点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和现行一般在线教学模式最大的

差异在于教学立足点不同ꎬ 前者着眼能力生成ꎬ
后者着眼知识记忆ꎮ 如前所述ꎬ 现行在线教学模

式仅仅是将原本面对面的线下课程搬到线上ꎬ 仍

秉承 “教师讲、 学生听” 的凯洛夫教学理论ꎬ 而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则是 “学生先学ꎬ 教师后教”ꎬ 旨在

重塑在线教学观念与资源供给方式、 重构在线教

学情境与教学流程ꎬ 内涵特点分析如下ꎮ
１ 为学生提供在线学习支持服务

以学生能力生成为牵引ꎬ 教师提供全方位学

习支持服务ꎬ 包括搭建适宜且促进学生学习的网

络学习环境ꎬ 提供有效实用的学习资源ꎬ 教会学

生在线学习方法ꎬ 及时响应学生在线信息ꎬ 关注

学生学习情绪的变化ꎮ 特别是对线上习惯于沉默、
学习效果一般的学生给予持续帮助ꎬ 为他们提供

更好的学习支持服务和其他各类服务ꎬ 使其掌握

适合自身特点的在线学习方法ꎮ
２ 以学生能力提升为在线教学的根本目标

能力是完成一项目标或者任务所体现出来的

综合素质ꎬ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特别强调学生知识、 能

力、 素质三位一体教学目标的达成ꎬ 而人的能力

只有在不断地实践活动中才能形成和得到发展ꎮ
因此ꎬ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展开之初就围绕学生某方面能

力培养来设计和实施ꎮ 当前的网络技术已能提供

较多的实践平台ꎬ 教师应充分利用这些平台培养

学生复合型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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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采取合理有效的学习形式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秉持 “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

理念ꎬ 将课程学习分成三阶段ꎮ 第一阶段为前置

学习阶段ꎬ 教师细化学习目标、 设计问题牵引、
明确学习内容ꎬ 学生领受学习任务、 开展自主学

习、 完成自我评测等ꎮ 第二阶段为直播学习阶段ꎬ
在直播课堂采取成果展示、 回答问题、 案例研讨、
情境分析、 总结陈述等形式ꎬ 让学生展示成果ꎮ
教师在其中扮演串场、 提问、 测试和评估角色ꎮ
第三阶段为后置学习阶段ꎬ 教师要通过问卷调查

了解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ꎬ 布置拓展练习ꎬ
完善下次课的教学设计ꎮ

４ 重视教学效果评估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以学生学习需求和成效为教学全

过程的最终评价标准ꎬ 聚焦于学生的 “能力指

标”ꎬ 确 保 达 成 预 期 的 学 习 成 效ꎮ 不 仅 如 此ꎬ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在评价方式上更加多元化ꎬ 实践生

生、 师生共同评价ꎬ 重视过程性评估ꎬ 对每一位

学生的作业和测试建立档案袋ꎬ 并择期与学生和

管理干部交流ꎮ
５ 以网络为教学时空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依托互联网实现了研究性教学的

全过程运行ꎮ 学生在网络上建立学习共同体ꎬ 课

前教师点名签到ꎬ 做好学习准备ꎻ 课上采用随机

抽查、 在线讨论、 举手发言、 各级听查课、 课代

表监督等多种形式ꎬ 实时把握学生听课状态ꎻ 课后

建立全时空、 多平台 (微信、 ＱＱ 等即时通信工具、
ＥＭＡＩＬ、 电话、 问卷星)、 多层次 (师生、 生生、 师

与队干部、 生与队干部) 的学习联动交流机制ꎮ
(二)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的理论基础

本文将 “有意义学习” 理论视为 ＳＡＡＬＯＮ 模

式的理论基础ꎮ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奥苏贝尔提出

了 “有意义学习” 的经典理论ꎬ 并指出有意义学

习 “学习者必须在新概念、 新知识与自身原有认

知结构之间建立起非任意的实质性联系”ꎮ 也就是

说ꎬ 新的知识信息与符号只有在学习者的原有意

识中找到与之对应的 “印象” 或前概念ꎬ 新旧知

识之间才能在大脑中建立联系ꎬ 产生实质性意义ꎬ
从而导致学习行为的发生ꎮ 他强调只有如此ꎬ 学

习者认知能力、 深度学习能力方有可能得到提升ꎮ
为此ꎬ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强调先学习、 后展示的教

学流程ꎬ 秉承了有意义学习理论对深度学习的追

求ꎬ 只有当学生对知识有一定理解时ꎬ 再到课堂

中与教师、 同学进行讨论交流ꎬ 才能保证互动的

有效性 (如图 １ 所示)ꎮ 如果把 “教师的教” 理解

为知识传授ꎬ “学生的学” 理解为知识内化ꎬ 那么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所带来的是知识传递的提前和能力内

化的加速ꎮ

图 １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教学流程展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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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确定教学目标ꎬ 开展学情分析

第一ꎬ 明确教学目标ꎮ 教学是促进学习者朝

着目标所规定的方向产生变化的过程ꎮ 教学目标

是否明确、 具体和规范ꎬ 直接影响到教学能否沿

着预定的、 正确的方向进行[３]ꎮ 因此ꎬ 在 ＳＡＡＬＯＮ
教学模式设计中ꎬ 首要应依据课程教学大纲和教

学计划ꎬ 将教学目标按课时分解细化到每一次课ꎬ
并用精确语言表达ꎬ 便于学生理解无歧义ꎮ

第二ꎬ 做好各项准备ꎮ 包括准备教学资源

(遴选网上 ＭＯＯＣ、 制作 ＳＰＯＣ、 编写案例库和试题

库等)、 选择直播平台 (各种直播平台的比较、 选

择教师熟悉的)、 开展技术培训 (对直播平台和交

流平台的使用培训)、 组织教学试点 (聆听专家讲

课、 课程组试讲)、 组建网络教学班 (依托微信、
ＱＱ 等工具ꎬ 组建教学班ꎬ 建立学习监督组ꎬ 明确

教学班纪律) 等ꎮ
第三ꎬ 进行学情调查ꎮ 处于 ＳＡＡＬＯＮ 学习流

程中的学生ꎬ 其学习活动主要依靠自我建构来实

现ꎬ 是学习活动的主体ꎬ 因此有必要依托问卷星

等易用平台ꎬ 开展学生学习情境分析ꎬ 有助于把

握在线学习环境ꎬ 了解学生是否能利用在线平台

对教师提供的各类学习资源进行有效学习ꎬ 以及

了解学生间是否依托交流软件进行有效的师生、
生生交流与协作ꎮ

２ 开发教学资源ꎬ 开展课前导学

第一ꎬ 开发有效的教学资源ꎮ 要按照 “能用、
够用” 的原则ꎬ 教师开发制作教学资源ꎬ 多以精

心制作的课件和录制的微视频为主ꎬ 辅以制作的

ＳＰＯＣꎬ 使学生能够在各种网络条件下ꎬ 形成更为

聚焦更有针对性的学习体验ꎮ 教学资源开发时应

深挖细节ꎬ 设计系列问题ꎬ 以此牵引和促进学生

学习思考ꎬ 提高学习目标的准确度[４]ꎮ
第二ꎬ 开展课前导学ꎮ 在线教学资源制作完

成后ꎬ 教师要有序开展以下工作ꎮ 一是设计问题

链ꎬ 即根据教学目标ꎬ 按内容逻辑关系ꎬ 设计若

干个问题ꎬ 构成问题链ꎬ 引导学生有目的有重点

地学习ꎻ 二是制作导学单ꎬ 包括学习目标、 学习

内容、 学习要求、 自测题目、 问题ꎬ 让学生了解

学习任务和要求ꎻ 三是按需推送学习内容ꎬ 包括

制作的教学资源、 电子教材和 ＭＯＯＣꎬ 组织学生自

主学习ꎮ
３ 设计探究情境ꎬ 开展直播展示

第一阶段是学生展示ꎮ 按一定规则组建学生

展示小组ꎬ 由学生自行明确负责人、 进行任务分

工、 开展共同学习、 组织讲课内容、 协作制作课

件、 开展备课试讲等ꎮ 在准备过程中ꎬ 该小组成

员之间、 成员与教师要进行深层次地互动交流ꎬ
教师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回答有关疑难问题ꎬ 帮助

他们完成展示内容准备等ꎮ 直播课堂上ꎬ 该小组

要采取多种方式完成展示内容、 提问其他学生、
回答有关问题等ꎬ 教师则要随时准备参与ꎬ 主要

采取提问的方式ꎬ 对讲的内容进行质疑或引导其

他学生质疑ꎮ 同时ꎬ 教师要通过学生回答问题情

况、 直播课堂人员变化等检查直播课上学生听课

状态ꎮ 展示完毕后ꎬ 教师要对展示进行点评ꎬ 主

要是指出好的做法并给予表扬ꎮ
第二阶段ꎬ 教师要结合直播课前学生的自测

结果和展示情况ꎬ 选择重点讲授的内容ꎬ 尽可能

用思维导图、 表格、 图片等显示ꎬ 教师要边讲边

引导学生联想ꎬ 与前面的知识构建关联ꎮ 而后教

师要围绕精心设计的案例和问题ꎬ 采用探究式教

学法ꎬ 师生一起对案例和问题进行深刻剖析ꎬ 以

加深学生对学习内容的记忆和理解ꎬ 促使学生对

新知识的再学习再加深再重构[５]ꎮ 在讲授过程中ꎬ
要运用多种方法手段来增加课堂互动频度和深度ꎬ
想办设法让所有学生都参与课堂ꎬ 并记录学生的

表现ꎬ 作为平时成绩的重要部分ꎮ
４ 开展多层次交流ꎬ 组织学习效果评价

第一ꎬ 多层次交流互动ꎮ 每次课后ꎬ 组织问

卷调查ꎬ 询问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ꎬ 并听取

学生的意见ꎮ 结合学生作业ꎬ 在交流群里开展实

时辅导答疑ꎬ 鼓励学生互相回答问题ꎬ 教师及时

点评ꎮ 对作业中的问题、 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提出

的问题和学生个别提出的问题ꎬ 要尽快响应回答ꎬ
最晚不要超过两小时ꎮ

第二ꎬ 及时开展学习效果评估ꎮ 在完成一次

课或一个单元学习后ꎬ 教师应检查学生知识掌握

情况ꎬ 每次课可视情组织重在测试听课效果的随

堂测ꎬ 可组织重在测试知识点掌握程度的课后测ꎬ
也可组织重在测试本单元内容的掌握情况单元测ꎬ
以检验学习效果ꎬ 调整教学方式ꎮ

　 　 三、 两种模式下学生能力提升的

对比分析

　 　 为明晰采用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是否真正促进学生

深度学习、 是否促进了学生能力的提升以及提升

的程度ꎬ 选取了信息收集获取能力 (包括从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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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上或其他途径查询和获取学习资料的能力)、 信

息处理能力 (能够筛选、 整理、 分析、 归类、 总

结学习资料的能力)、 信息技术运用能力 (会用教

学软件和平台完成学习任务ꎬ 包括直播上课、 在

线答疑、 在线测试、 制作课件等)、 表达能力 (能
够用文字、 语音或图表准确表达个人想法的能

力)、 自律能力 (能够约束自己行为、 抵挡住网络

诱惑、 自觉完成学习任务)、 自主学习能力 (包括

记忆复述、 理解分析、 总结反思、 实践应用和创

造性学习的能力)、 协作学习能力 (能和别人一起

共同完成学习任务) 等七个方面的能力指标ꎬ 进

行了对比实验与分析ꎮ 将运用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实施

教学改革的班级设定为试验班ꎬ 将现行在线教学

模式设为对照班ꎮ 通过问卷调查、 测试和教学群

等ꎬ 得到关于试验班和对照班的调查数据ꎬ 并对

数据进行量化分析ꎮ 从对比结果不难看出ꎬ 较之

现行普通在线教学模式ꎬ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对学生学习

能力培养提升具有一定的优势ꎮ
(一) 课前学情调查

为使对比实验更为客观有效ꎬ 我们在开课前

对试验班 (ＳＡＡＬＯＮ 班) 和对照班 (普通班) 作

了关于 “逻辑性” 课程的学情调查 (参与学情调

查的试验班和对照班学生人数分别为 ５７ 人和 ９７
人)ꎬ 掌握了一些基本情况ꎬ 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开课前两个教学班的问卷调查情况表

调查项目 试验班 (ＳＡＡＬＯＮ 班) 对照班 (普通班)

教学班总人数 ５７ ９７

以前了解逻辑学情况

不了解 ７０ １７％
看过相关影视或书籍 ２８ ０８％
学过相关课程 １ ７５％

不了解 ６５. ９１％
看过相关影视或书籍 ４０ ９１％
学过相关课程 １３ ６４％

对这门课程的兴趣

浓厚 １ ７５％
有些兴趣 ５６ １５％
一般 ３６ ８４％
无兴趣 ３ ５１％
令人头疼 １ ７５％

浓厚 ２７ ２７％
有些兴趣 ５０％
一般 １３ ６４％
无兴趣 ０％
令人头疼 ９ ０９％

认为这门课在实际生活

中的作用

作用很大 ８ ７７％
比较有用 ７０ １８％
作用一般 １７ ５５％
无用 １ ７５％
不清楚 １ ７５％

作用很大 ３４ ０９％
比较有用 ４３ １８％
作用一般 ９ ０９％
无用 ４ ５５％
不清楚 ９ ０９％

上网方式 (多选)

电脑 ＷＩＦＩ 上网 ７３ ６８％
手机 ＷＩＦＩ 上网 ６４ ９１％
手机流量上网 ７０ １８％
不能上网 １ ７５％

电脑 ＷＩＦＩ 上网 ４０ ９１％
手机 ＷＩＦＩ 上网 ５６ ８２％
手机流量上网 ５９ ０９％
不能上网 ０％

　 　 开课前两个教学班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ꎬ 受

访的试验班学员表示对课程 “不了解” 的比对照

班高出个 ４ ２６ 个百分点ꎮ 有 ２７ ２７％ 的对照班学

员对课程兴趣浓厚ꎬ 而试验班学员这一选项的比

例仅为 １ ７５％ ꎮ 有 ３４ ０９％的对照班学员认为 “逻
辑学基础” 课程 “作用很大”ꎬ 而试验班学员这一

选项的比例仅为 ８ ７７％ ꎮ 从上述方面进行对比分

析可知ꎬ 试验班对 “逻辑学基础” 课程概念的了

解、 对课程的认知和兴趣度、 课程的实践应用价

值等多个方面均弱于对照班ꎬ 即对照班学员的整

体学习基础优于试验班ꎮ 如果运用 ＳＡＡＬＯＮ 模型

对试验班实施全流程教学改革ꎬ 在开展学习成效

调查后得出的数据好于对照班ꎬ 则表明 ＳＡＡＬＯＮ
模型的确在多个领域提升了学生学习能力和成效ꎮ

(二) 基于学生能力培养的数据对比

我们设计了问卷调查表ꎬ 共 １７ 个题目ꎮ 试验

班和对照班参与调查人数分别为 ５５ 人和 ８７ 人ꎬ 问

卷回收率 １００％ ꎮ 将能力作为因变量ꎬ 将课前自

学、 直播听课、 辅导答疑和课后复习四个学习过

程作为自变量ꎮ 通过数据对比ꎬ 研究运用不同在

线教学模式对学生学习成效带来的差异ꎬ 统计结

果如表 ２ 所示ꎬ 学习成效对比如图 ２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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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试验班和对照班学生学习成效统计结果

试验班

Ｘ / Ｙ
信息获取

能力

信息处理

能力

信息技术

运用能力
表达能力 自律能力

自主学习

能力

协作学习

能力
其他能力 小计

课前自学 ２７ ２７％ ２３ ６４％ １６ ３６％ １０ ９１％ １２ ７３％ １４ ５５％ １２ ７３％ ０ ００％ ２９ ０９％

直播听课 ４１ ８２％ ４１ ８２％ ３２ ７３％ １６ ３６％ ２０ ００％ ２１ ８２％ ２１ ８２％ １ ８２％ ４９ ０９％

辅导答疑 ５ ４５％ ５ ４５％ ３ ６４％ ３ ６４％ ５ ４５％ ５ ４５％ ５ ４５％ ０ ００％ ５ ４５％

课后复习 １４ ５５％ １４ ５５％ １２ ７３％ ７ ２７％ ９ ０９％ １２ ７３％ １０ ９１％ ０ ００％ １６ ３６％

平均值 ２２ ２７％ ２１ ３６％ １６ ３６％ ９ ５５％ １１ ８２％ １３ ６４％ １２ ７３％ ０ ４５％ １００％

对照班

Ｘ / Ｙ
信息获取

能力

信息处理

能力

信息技术

运用能力
表达能力 自律能力

自主学习

能力

协作学习

能力
其他能力 小计

课前自学 ２７ ５９％ １６ ０９％ １１ ４９％ ６ ９０％ １３ ７９％ １０ ３４％ ５ ７５％ １ １５％ ３２ １８％

直播听课 ３６ ７８％ ２５ ２９％ ２８ ７４％ １９ ５４％ ２６ ４４％ ２６ ４４％ １２ ６４％ ０ ００％ ４７ １３％

辅导答疑 ２ ３０％ ２ ３０％ ２ ３０％ １ １５％ １ １５％ １ １５％ １ １５％ ０ ００％ ２ ３０％

课后复习 １４ ９４％ ２１ ８４％ １０ ３４％ ９ ２０％ ６ ９０％ １０ ３４％ ２ ３０％ ０ ００％ １８ ３９％

平均值 ２０ ４０％ １６ ３８％ １３ ２２％ ９ ２０％ １２ ０７％ １２ ０７％ ５ ４６％ ０ ２９％ １００％

图 ２　 试验班和对照班学生学习成效对比图

　 　 从上述调查数据不难看出ꎬ 较之现行以知识

学习为主线的在线教学模式ꎬ 以能力发展为牵引

的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在培养学生信息获取能力、 信息

处理能力、 信息技术运用能力、 表达能力、 自律

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协作学习能力等七个能力

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ꎮ 从两种模式在能力培养方

面的成效对比可知ꎬ 从平均值角度而言ꎬ 试验班

除 “自律能力” 一项的提升幅度略低于对照班 ０ １
个百分点以外ꎬ 其他 ６ 项能力的提升幅度均高于对

照班 ０ ５ 至 ７ 个百分点ꎬ 特别是试验班的 “协作学

习能力” 提升的幅度高于对照班 ７ ２７ 个百分点ꎮ
这表明ꎬ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在提升整体学习效能方面具

有一定优势ꎮ
(三) 学生能力提升程度对比

与此同时ꎬ 我们还组织学生对自己七个方面

的能力变化进行量化打分ꎬ 分值为 １ － ５ꎮ 其中ꎬ １
表示提升最小ꎬ ５ 表示提升最大ꎮ 试验班和对照班

参与调查人数分别为 ５６ 人和 ９４ 人ꎬ 问卷回收率

１００％ ꎮ 两个班对能力提升的自我评价情况如表 ３
所示ꎬ 两个班学习能力对比情况如图 ３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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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两个班对能力提升的自我评价得分表

在线教学

模式

信息获取

能力

信息处理

能力

信息技术

运用能力
表达能力 自律能力

自主学习

能力

协作学习

能力

试验班 ３ ３９３ ３ ２３２ ３ ３３９ ３ ２３２ ３ ２１４ ３ ３３９ ３ ３７５

对照班 ３ １３８ ３ １３８ ３ ２０２ ３ １６ ３ １７ ３ １１７ ３ １８１

图 ３　 试验班和对照班学习能力对比图

　 　 从表 ３ 可以看出ꎬ 试验班的学生对自己在能力

提升方面的自评得分均高于对照班ꎬ 高出分数在

０ ０４ － ０ ２６ 分之间ꎬ 特别是信息获取能力、 自主

学习能力和协作学习能力方面ꎬ 差别尤为明显ꎮ
这与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 “先学后讲” 的教学流程和小

组学习的教学组织有密切关联ꎮ
(四) 学习群活跃指数对比

数据采集日期为 ２ 月 １０ 日到 ５ 月 １２ 日ꎬ 两个

班学习群活跃情况如表 ４ 所示ꎮ 数据显示ꎬ 试验班

日发帖峰值为 １１７ 个ꎬ 而对照班峰值仅为 ７８ 个ꎻ
试验班每日最少有 １ 个发帖ꎬ 而对照班则为 ０ 个ꎮ
这表明ꎬ 试验班教学群互动交流深度比对照班要

深入ꎮ 试验班的日发帖人数峰值为 ５８ 人ꎬ 为对照

班的 ２ 倍ꎻ 试验班平均每天发帖 ２６ ８４ 个ꎬ 而对照

班平均每天发帖仅为 １０ ７８ 个ꎻ 试验班平均发帖人

数几乎是对照班的 ４ 倍ꎮ 这表明ꎬ 试验班教学群的

参与学生数量和发帖数量都比对照班多ꎬ 试验班

教学群互动交流广度比对照班要广ꎮ 从表 ４ 后两列

数据可以看出ꎬ 试验班教学群的交流热度和持久

性也比对照班要好ꎮ 可见ꎬ 用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实施

在线教学改革ꎬ 不仅提升了学生学习效果ꎬ 还在

较大程度上活跃了学习氛围和师生、 生生之间的

交流频度ꎬ 带来正向的学习效果ꎮ
(五) 教学效果对比

在三个月的教学过程中ꎬ 对两个班进行了三

次线上测试ꎬ 按照统一试卷命题、 规定答卷时间、
依托问卷性平台实施ꎬ 测试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ꎬ 两个

班平时成绩情况如图 ４ 所示ꎮ

表 ４　 试验班和对照班学习群活跃情况数据

在线教学

模式

日发帖

峰值

日发帖

谷值

日发帖

人数峰值

日发帖

人数谷值

平均每天

发帖数量

平均每天

发帖人数

平均每人

发帖数

日发帖超过

１０ 次天数占比

日发帖不到

２ 次天数占比

试验班 １１７ １ ５８ １ ２６ ８４ １３ ２９ ２ ０２ ２７ ５％ ３３ ７５％

对照班 ７８ ０ ２７ ０ １０ ７８ ３ ６０ ２ ９９ ２５％ ５１ ２５％

８７



　
汪泽焱ꎬ 等: 在线教学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之于学生能力培养的成效分析

表 ５　 试验班和对照班平时成绩

在线教学

模式
平均分 １００ 分 ９０ － ９９ 分 ８０ － ８９ 分 ７０ － ７９ 分 ６０ － ６９ 分 不及格率 标准差

试验班 ８０ ８３ ０ ５ ２６％ ５６ １４％ ３３ ３３％ ５ ２６％ ０ ６ ５７

对照班 ７４ １０ ０ １２ ７６％ ２８ ２８％ ２５ １７％ １８ ９６％ １４ ８３％ ６ ６２

图 ４　 试验班和对照班平时成绩对比图

　 　 从三次测试成绩对比看ꎬ 试验班的平均分比

对照班高出 ６ 分ꎬ 标准差基本一致ꎬ 显示了试验班

的平均成绩较好ꎮ 除了优秀率和不及格率不及对

照班外ꎬ 其余指标都是试验班较高ꎬ 特别是 ７０ －
８９ 分数段的人数比例表现明显ꎮ 从图 ４ 中也可以

看出ꎬ 试验班的成绩更符合正态分布ꎮ
(六) 结课后的调查

经过近 ３ 个月的在线教学ꎬ 两个班的 “逻辑学

基础” 课程已经顺利完成教学任务ꎮ 对试验班的学

生做了最后一次问卷调查ꎬ 部分结果如表 ６ 所示ꎮ

表 ６　 试验班结课调查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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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６ 可以看出ꎬ 有 ９２ ３％ 的受访学生 “喜
欢教师的 ＳＡＡＬＯＮ 教学模式”ꎬ ６１ ５４％ 的受访学

生表示愿意参加小组展示活动ꎮ 关于 “超级喜欢”
或 “一般喜欢” 的原因ꎬ ８０％ 的学生在空白处写

下了自己的感受ꎬ 有的认为 “比较新颖ꎬ 都能够

参与其中ꎻ 教员之所以教得很棒ꎬ 是因为启发了

大家的思维ꎬ 很具有引导性”ꎻ 有的指出这种新型

教学方式 “强化了自己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团队协

作能力ꎬ 增强了学习的主观能动性”ꎻ 还有的表示

“教员以这种方式教学ꎬ 不仅是在教书ꎬ 更是在育

人”ꎮ

四、 结语

本文立足提升人才培养成效、 创新在线教学

模式的时代需求ꎬ 提出了在线教学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

的分析框架和运用流程ꎮ 为验证该模式运用于教

学现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ꎬ 采取问卷调查和量化

研究的方式ꎬ 开展了关于学习成效对比的教学试

验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在培养学生前述

七大学习能力方面的成效均不同程度优于现行在

线教学模式ꎮ 我们期待本研究能为在线教学的发

展提供相关理论支撑ꎬ 为教与学实践提供有效借

鉴ꎬ 从而有力推动在线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在线学

习成效的持续提升ꎮ
在此基础上ꎬ 本文提出关于在线教学发展方

向的两个假设ꎮ 一方面ꎬ 在线教学将回归提升学

习者能力这一本质上来ꎮ 从 ２０１２ 年 “慕课元年”
至今ꎬ 在线教学在我国成蓬勃发展态势[６]ꎮ 全国

众多大中小学纷纷打造 ＭＯＯＣ、 ＳＰＯＣ 等面向不同

范围在线开放课程ꎬ 各大网络平台纷纷建设完善

各类教学互动功能ꎬ 使得在线教学成为 “显学”ꎬ
但过后却发现通过技术平台开展眼花缭乱的互动

并未增强学生能力素质这一教学的本质ꎮ 部分学

生信息收集分析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应用实践

能力并未得以有效提升ꎬ 大部分教学模式ꎬ 无论

是课程资源建设、 在线问答ꎬ 还是在线互动设计ꎬ
均以知识点传授为主线展开ꎬ 践行着在线版的

“凯洛夫教学法”ꎮ 笔者通过前述实践ꎬ 认为在线

教学应回归人才培养的本质ꎬ 应着眼学习者自身

的需求ꎬ 改进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ꎬ 探索各

种新型在线教学模式ꎮ 另一方面ꎬ 在线教学模式

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ꎮ 笔者通过将 ＳＡＡＬＯＮ 模式

付诸实践ꎬ 得出该模式在提升学生七种能力方面

具有一定优势的初步结论ꎮ 这表明未来在线教学

模式将向多元发展ꎬ 不存在唯一的理论和运用框

架ꎬ 是开放、 弹性且注重交互的ꎬ 将根据学科性

质、 教学目标、 学习内容、 教学条件ꎬ 形成融合

多种教学理论、 应用多种教学方法、 采用灵活多

样的评价方式的多元化教学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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