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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基于超星平台的混合式在线教学模式研究
———以 “军事理论” 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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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ꎬ 在线教学已经并将长期成为普通高校教学的主要方式

之一ꎮ 本文首先分析了在线教学在学生端、 教师端和平台端面临的主要问题ꎮ 对此ꎬ 本文创造

性地构建了一套基于超星平台的 “超星直播客户端 ＋ 超星泛雅平台 ＋ 学习通 ＡＰＰ” 的混合式在

线教学模式ꎬ 并在 “军事理论” 课程的各个教学环节进行了探索和实践ꎬ 证明是一套统一完善、
行之有效、 可以推广的在线教学模式ꎮ 最后ꎬ 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对后疫情时代普通高校在线教

学的三点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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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２０２０ 年 初ꎬ 一 场 突 如 其 来 的 新 冠 肺 炎

(ＣＯＶＩＤ －１９) 疫情席卷全国ꎮ 为防控疫情ꎬ 教育

部要求全国各高校开展在线教学ꎬ 实现 “停课不

停教、 停课不停学” [１]ꎮ 面对疫情防控的常态化ꎬ
在线教学已经并将长期成为普通高校教学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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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之一ꎮ 面对课堂教学转变为在线教学带来的

挑战ꎬ 如何利用网络平台高质量地完成在线教学ꎬ
成为广大教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ꎮ 由于超星平

台在高校中被广泛使用ꎬ 所以对其在线教学的研

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但是在前人的研究中ꎬ
大多都是基于单一的超星平台ꎬ 如学习通 ＡＰＰ、 超

星泛雅等ꎬ 或与其他非超星平台混合使用ꎬ 在实

践中存在着不完整、 不互通、 不便捷等缺点ꎮ 刘

强、 王文君等[２ － ３] 曾分别探索了基于 “超星直播

＋学习通” 和 “超星泛雅平台 ＋ 学习通” 的在线

教学实践ꎬ 进一步丰富了基于超星平台的在线教

学研究ꎬ 但是并没有完全解决在不同条件下、 不

同对象和端口面临的实际问题ꎮ 基于此ꎬ 本研究

在疫情期间构建的基于超星平台的 “超星直播客

户端 ＋ 超星泛雅平台 ＋ 学习通 ＡＰＰ” 的混合式在

线教学模式ꎬ 弥补了前人基于超星平台在线教学

研究的不足ꎬ 并经过 “军事理论” 课程各个教学

环节的成功探索和实践ꎬ 证明是一套统一完善、
行之有效、 可以推广的在线教学模式ꎬ 并为后疫

情时代普通高校在线教学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启发ꎮ

　 　 二、 新冠肺炎疫情下在线教学面

临的主要问题

(一) 学生端: 学习需求难以满足ꎬ 学习效果

有待提高

与传统课堂学习相比ꎬ 学生在线学习是与教

师非面对面的不可视化学习ꎬ 教师难以实时督导

学生的学习状况ꎬ 遇到问题难以及时反馈ꎬ 教师、
同学之间的互动性差ꎬ 难以满足学习需求ꎮ 而且

缺乏学习氛围ꎬ 学习主动性不强或自控能力较差

的学生的学习效果更是有待提高ꎮ 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西南石油大学发布的一份本科线上教学质量报

告ꎬ 学 生 认 为 线 下 学 习 效 果 普 遍 更 好 的 占

５３ ６０％ ꎬ 在线学习更好的仅占 １１ ６１％ ꎬ 二者差

不多的占 １６ ９６％ ꎬ 视情况而定的占 １７ ８３％ ꎬ 说

明学生更认同面对面课堂学习的重要价值[４]ꎮ
(二) 教师端: 部分教师信息素养较低ꎬ 运用

能力有限

“信息素养” 最初是指 “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

及主要信息源ꎬ 使问题得到解决的技能” [５]ꎮ 王吉

庆进一步认为ꎬ 信息素养的本质包括信息意识情

感、 信息伦理道德、 信息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和

操纵、 利用、 开发信息的能力[６]ꎮ 良好的信息素

养是确保在线教学过程有序、 顺利开展的关键因

素[７]ꎮ 但是部分教师尤其是中老年教师信息素养

水平较低ꎬ 运用能力有限ꎮ 根据厦门大学发布的

«疫情期间高校教师线上教学调查报告» (以下简

称 «疫情教学报告»)ꎬ 参与调查的全国 １８７ 所高

校的 ５ꎬ４４３ 名教师中ꎬ 有 ７９ ５７％的教师在疫情之

前未开展过在线教学ꎬ 截止 ３ 月 １７ 日ꎬ 这一比例

下降至 ２ ８１％ ꎬ 说明至少有 ７６ ７６％的教师是在疫

情期间首次开始在线教学的[８]ꎮ 面对新的在线教

学方式ꎬ 很多教师对在线教学平台操作、 在线教

学方法、 与学生互动、 活动组织、 管理考核等方

面感到担忧ꎮ
(三) 平台端: 单一平台功能有限ꎬ 教师需多

平台切换

疫情期间ꎬ 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在线教学使在

线教学平台成为 “热宠儿”ꎬ 如超星学习通、 腾讯

课堂、 钉钉等ꎮ 但是无论哪一个单一的教学平台ꎬ
它的功能都不完善ꎮ 如超星学习通ꎬ 只能在移动

端下载使用ꎬ 不能在电脑端使用ꎻ 腾讯课堂和钉

钉则缺乏讨论、 分组、 统计报告等内容ꎮ 所以ꎬ
很多教师同时使用多个教学平台ꎬ 尤其是不同公

司开发的不能互通的教学平台ꎬ 意图随时切换平

台来满足教学需求ꎮ 仅 «疫情教学报告» 统计到

的平台就多达 １００ 多个ꎬ 且仅有 １７ ４２％的教师每

门课使用一个平台ꎬ ５４％ 的教师使用 ２ 个平台ꎬ
２４ ６９％的教师使用 ３ 个平台ꎬ ３ ８９％ 的教师使用

４ 个及以上的平台ꎬ 最高可达 １０ 个[９]ꎮ 这种教学

平台使用的随意性、 分散性ꎬ 忽略了给学生造成

的负担和抵触情绪ꎬ 并造成课堂管理混乱、 学习

数据不统一等问题ꎮ

　 　 三、 基于超星平台的混合式在线

教学模式探索和实践

(一) 基于超星平台的混合式在线教学模型的

构建

关于在线教学ꎬ 很多师生曾经存在误区ꎬ 认

为在线教学等同于 “直播课堂” “网上打卡” 或

“教学外包”ꎬ 这是非常错误的[１０]ꎮ 其实ꎬ 在线教

学模式多种多样ꎮ 焦建利等曾归纳出网络在线课

程、 网络直播教学、 学生自主学习和电视空中课

堂四种疫情期间典型的在线教学模式ꎮ 其中ꎬ 网

络直播教学因师生交互水平和社会临场感较强ꎬ
具有其他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１１]ꎮ 程雪姣等进一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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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通过对比研究ꎬ 认为教师出境直播比不出镜直

播的教学效果更好[１２]ꎮ 本研究构建的 “基于超星

的混合式在线教学” 就是一种教师出镜直播教学

的模式ꎬ 但并不是利用单一的超星平台ꎬ 而是创

造性地混合利用超星公司针对不同端口和对象开

发的包括超星直播客户端 (ＰＣ 端)、 超星泛雅平

台 (ＰＣ 端) 和学习通 ＡＰＰ (移动端) 的综合性系

统ꎬ 三者互联互通ꎬ 信息同步ꎬ 功能互为补充ꎬ
可以形成一个比较统一完整的在线教学与学习体

系ꎬ 具体界面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超星直播客户端 (左上)、 超星泛雅平台 (左下) 和学习通 ＡＰＰ (右) 界面

　 　 其中ꎬ 超星直播客户端是主要针对教师下载

使用的 ＰＣ 独立客户端ꎬ 具有直播、 回放、 屏幕共

享、 连麦、 在线交流等功能ꎬ 可以满足教师在线

直播授课的基本需求ꎻ 超星泛雅平台则是超星公

司打造的新一代网络教学平台ꎬ 具有类似慕课的

庞大网课资源ꎬ 学生可以在线学习与选修课程ꎬ
很多学校都利用此平台建设了自己的在线教学系

统ꎬ 如西南石油大学的 “课程中心”ꎻ 学习通 ＡＰＰ
则是只能在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等移动端下载使

用的移动教学工具ꎬ 与电脑端的超星泛雅平台相

似ꎬ 但是增加了录课、 直播、 在线交流等功能ꎮ

从功能上基本可以认为: 超星直播 ＋ 超星泛

雅 ＝ 学习通ꎮ 但是ꎬ 对绝大多数教师而言ꎬ 使用

手机在学习通 ＡＰＰ 在线教学并不方便ꎬ 而使用电

脑在超星直播客户端授课和交流、 在超星泛雅平

台管理、 组织活动和考核更加具有实际操作性ꎮ
对学生而言ꎬ 则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主选择

不同终端完成所有学习内容ꎮ 这种基于超星平台

的 “超星直播客户端 ＋ 超星泛雅平台 ＋ 学习通

ＡＰＰ” 的混合式在线教学模型保证了在不同条件

下、 针对不同对象和端口的所有在线教学与学习活

动的统一完整和互联互通ꎬ 具体模型如图 ２ 所示ꎮ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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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基于超星平台的混合式在线教学模型

(二) 专题式微课直播教学方法的设计与实施

１ 在线教学设计

良好的教学设计是顺利开展教学活动的重要

基础ꎬ 对于较难实时把控的在线教学而言尤其如

此ꎮ 在线教学由于临场感和交互感比不上课堂教

学ꎬ 学生长时间学习容易松懈和疲劳ꎬ 所以不宜

采取传统的 “满堂灌” 的方式ꎬ 应该运用新型教

学方法ꎮ “军事理论” 是国家规定每一所普通高校

都应该开设的大学生公共基础必修课ꎬ 以此为例

进行探索和实践对其他课程也有普遍的示范意义ꎮ
笔者结合课程内容和在线教学的实际ꎬ 运用了专

题式微课直播教学的教学方法ꎬ 构建了 “微课 －
答疑 －测评” 的上课模式ꎬ 具体教学设计见表 １ꎮ
这种教学设计结合了专题式教学、 微课和直播教

学的优点ꎬ 符合学生在线学习的特点和规律ꎬ 能

够帮助学生提高在线学习效率ꎮ

表 １　 以专题式微课直播教学为例的在线教学设计

阶段 时间 主要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前 ７: ４０—８: ００ 签到 发布 【签到】ꎬ 建立直播间 在线签到ꎬ 进入直播间

第一节

８: ００—８: ２０ 小专题 １ 直播讲解ꎬ 互动交流 学习、 记录、 互动

８: ２０—８: ２５ 讨论答疑 集中直播答疑 提问、 讨论 (连麦或打字)

８: ２５—８: ４５ 小专题 ２ 直播讲解ꎬ 互动交流 学习、 记录、 互动

８: ４５—８: ５０ 讨论答疑 集中直播答疑 提问、 讨论 (连麦或打字)

课间 ８: ５０—８: ５５ 休息 休息 /播放视频 休息 /观看视频

第二节

８: ５５—９: １５ 小专题 ３ 直播讲解ꎬ 互动交流 学习、 记录、 互动

９: １５—９: ２０ 讨论答疑 集中直播答疑 提问、 讨论 (连麦或打字)

９: ２０—９: ３０ 章节测验 发布 【随堂练习】 完成测验

９: ３０—９: ３５ 讲解总结 讲解测验题ꎬ 总结本节内容 提问、 记录、 回顾

课后 讨论 发布 【讨论题】ꎬ 随时评阅 思考并参与讨论题

说明: 可以依据具体实际调整时间安排ꎮ

２ 在线教学实施过程

(１) 活动准备阶段: 教师应在课前提前登陆

超星泛雅平台ꎬ 利用 【活动】 功能准备好签到、
随堂练习等活动ꎮ 在准备随堂练习时ꎬ 教师可以

对题型、 题量、 积分、 时长等进行详细设置ꎻ (２)

课程建立阶段: 课前按时向学生发布 【签到】 后ꎬ
教师在电脑上登陆超星直播客户端ꎬ 创建直播课

程ꎬ 并将上课所需课件、 视频等上传解码ꎬ 做好

直播上课准备ꎮ 并将直播链接插入所建在线课程

中ꎬ 或者利用超星泛雅平台 【通知】 功能将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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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邀请码或二维码发送给学生ꎬ 学生可以在

不同终端登录学习ꎻ (３) 直播答疑阶段: 教师根

据设计好的小专题进行内容讲解ꎬ 并随时通过直

播间右侧的聊天群或 “连麦” 的方式与学生互动

交流ꎮ 在每个小专题讲解完毕后ꎬ 再专门留下 ５ 分

钟左右时间集中答疑ꎬ 及时解决学生对此专题内

容的疑惑ꎻ (４) 章节测验和总结阶段: 在本节专

题全部讲解和答疑完毕后ꎬ 利用超星泛雅平台发

布提前预设好的 【随堂练习】ꎮ 练习结束后超星平

台会自动统计和显示作答情况ꎬ 教师可以进行有

针对性的试题讲解和课程总结ꎻ (５) 课后扩展阶

段: 教师在每次课程结束后利用超星泛雅平台的

【讨论】 功能ꎬ 发布与本节内容有关的课后讨论题ꎬ
鼓励学生在课后参与主题讨论ꎬ 巩固和扩展学习

内容ꎮ
(三) 基于超星平台的在线课堂管理与活动

组织

１ 在线课堂管理

面对学生从共位集中式的课堂学习到异位散

布式的在线学习的巨大变化ꎬ 如何进行在线课堂

管理、 在不可视状态下约束学生学习行为是教师

在线教学的一大难题ꎮ 笔者充分利用超星平台的

各种工具和功能ꎬ 在 “军事理论” 课程中进行了

探索和实践ꎮ 第一ꎬ 在学生到课率方面ꎬ 严格要

求学生到课纪律ꎮ 利用超星平台的 【签到】 功能ꎬ
要求学生课前 ２０ 分钟内在线签到ꎬ 如过期签到则

可视为 “迟到”ꎻ 利用每次课程结束前的 【随堂练

习】 功能ꎬ 限定 １０ 分钟内完成ꎬ 若没有完成则可

视为 “早退”ꎻ 课程结束后利用超星泛雅平台的

【个人直播间】 － 【直播详情】 － 【观看统计】 功能ꎬ
查看学生观看本课直播的时长ꎬ 如果时长太短或

无记录ꎬ 则可以结合是否完成签到和随堂练习来

综合判定是否 “缺勤”ꎮ 教师可以根据实际判定情

况在课前发布的 【签到】 中设置和修改学生的到

课状态ꎮ 第二ꎬ 在学生学习过程中ꎬ 要求认真听

讲并做好笔记ꎬ 按时完成各项学习任务ꎮ 将学生

的签到、 随堂练习、 直播观看、 讨论等各项课堂

成绩全程向学生公开ꎬ 强调期末考核也会重点考

查学生的课堂学习内容ꎬ 以考核倒逼学生自觉

学习ꎮ
２ 在线活动组织

随着课堂教学转变为在线教学ꎬ 如何将原有

的线下活动转变为线上活动是教师在线教学的另

一大难题ꎮ 然而ꎬ 余胜泉等认为 “学习活动是在

线学习时空分离状态下教与学再度整合的桥

梁” [１３]ꎮ 实际上ꎬ 在线活动正好可以帮助教师与学

生实现在疫情防控下的深度交互ꎮ 按照大纲规定ꎬ
“军事理论” 课程要进行 ５ 次课外实践活动ꎬ 包括

４ 次分散活动和 １ 次集中活动ꎮ 下面以此为例ꎬ 简

要介绍活动过程: (１) 分散活动ꎮ 分散活动相对

比较简单ꎬ 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主分散进行

的实践活动ꎬ 如补充性教学视频学习、 军事优秀

视频观影、 战例或人物研究等ꎬ 同时ꎬ 学生完成

相应报告提交至超星 【作业】 平台供教师在线批

阅ꎻ (２) 集中活动ꎮ 传统集中活动可以组织学生

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共同完成ꎬ 但在线集中活动

则可以充分利用超星 【活动】 中的 【分组任务】
功能来完成ꎮ 可以根据学生能力及意愿的不同ꎬ
构建组内异质、 组间同质的活动小组ꎬ 共同完成

活动任务及作业ꎮ 同时还可以灵活设置由教师评

价、 组内互评、 组间互评和自评组成的评价体系ꎮ
如 “主要国家军力发布” 活动ꎬ 将学生分成几个

小组ꎬ 分别完成美国、 俄罗斯、 日本、 印度等国

家的军力展示ꎮ 各小组通过分工协作、 共同讨论ꎬ
制作 ＰＰＴ 以及演讲稿ꎬ 选派小组代表利用学习通

ＡＰＰ 中的 【速课】 功能录制一个微课视频上传展

示ꎬ 在完成评价后ꎬ 一项在线集中活动便基本

完成ꎮ
(四) 突出过程性考核的多元化在线课程考核

体系

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发展ꎬ 重视过程性考核、
打破 “一考定成绩” 的传统考核方式成为了教育

界的共识ꎮ 在线课程可以充分发挥在线教学平台

的信息优势ꎬ 改革和探索考核体制ꎮ 以 “军事理

论” 课程为例ꎬ 平时成绩可以利用超星平台的

【签到】、 【随堂练习】、 【讨论】、 【分组活动】、
【作业】 等功能来完成ꎬ 超星平台都会自动记录和

统计ꎻ 期末成绩则可以利用 【考试】 功能来完成ꎮ
超星平台提供了丰富的题型和详细的功能设置ꎬ
完全可以支持开卷考核、 报告及活动考核等形式ꎮ
对于闭卷考核ꎬ 若统一使用手机端考核则可以实

现一部智能手机同时答题和监考ꎮ 若使用电脑端

或混合终端的考核ꎬ 则可以用一部智能设备答题ꎬ
另一部智能设备打开 “腾讯会议” 等具有视频录

像功能的软件进行监考ꎮ 笔者在西南石油大学

２０２０ 年春季学期统一组织的期末闭卷考核中使用

了后者的监考模式ꎬ 取得了良好效果ꎮ
“军事理论” 课程充分利用超星直播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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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星泛雅平台和学习通 ＡＰＰ 互联互通、 数据同步

的优势ꎬ 构建了客观准确、 完善合理、 公开透明

的多元化在线课程考核体系ꎬ 具体构成见表 ２ꎮ 这

种考核体系有以下三点优势: 第一ꎬ 去除了教师

对课堂成绩的主观随意成分ꎬ 全部以超星系统自

动记录的学生数据为依据ꎻ 第二ꎬ 教师可以结合

大纲要求和在线教学的实际ꎬ 设置内容全面、 构

成合理的成绩比例体系ꎬ 超星系统会自动统计和

分析ꎻ 第三ꎬ 学生成绩构成、 各项所占比例、 各

项成绩标准和学生实际完成情况ꎬ 都可以做到信

息透明、 数据公开ꎬ 学生可以在学习过程中随时了

解自己的学习状况ꎬ 从而反过来督促自己的学习ꎮ

表 ２　 以 “军事理论” 为例的多元化在线课程考核体系

成绩类型及比例 评分标准 评定形式

平时成绩
７０％

课堂成绩
４０％

活动及作业
成绩
６０％

签到 ２０％ 正常签到 １ 次 ＋ １ꎬ 签到数达 ８ 次为满分 超星自动统计

直播观看 ２０％ 按观看时长平均分配ꎬ 满 ６００ 分钟为满分 超星自动统计

随堂练习 ４０％ 按获得积分平均分配ꎬ 满 ８００ 积分为满分 超星自动统计

讨论 ２０％ 回复 １ 次 ＋ １０ꎬ 获赞 １ 次 ＋ ３ꎬ 满分 １００ 分 超星自动统计

４ 次分散活动
８０％

自主学习后分别提交作业ꎬ 按作业评分标准评定ꎬ 每次
满分 ２０ 分ꎬ 共 ８０ 分

教师在线批阅

１ 次集中活动
２０％

分组活动后提交视频及资料ꎬ 四方共同评定ꎬ 满分
２０ 分

教师评价、 组内互评、
组间互评和自评

期末成绩
３０％

开卷考核ꎬ 按各试题答案标准评定ꎬ 满分 １００ 分 教师在线批阅

说明: 可以结合大纲规定和在线教学的实际ꎬ 自主划定考核事项及所占比例ꎮ

(五) 通过实践检验的在线教学模式评价

１ 教学效果好ꎬ 学生评价高

课程实践证明ꎬ 基于超星平台构建的 “超星

直播客户端 ＋ 超星泛雅平台 ＋ 学习通 ＡＰＰ” 的混

合式在线教学模式能够保证学生高质量的在线学

习效果ꎬ 实现与课堂教学 “实质等效”ꎮ 绝大多数

学生遵守课堂纪律ꎬ 学习态度认真ꎬ 交流互动热

烈ꎬ 活动参与积极ꎬ 有效达到了增强国防知识、
提高国防意识的教学目标ꎮ 笔者在课程结束后利

用超星平台的 【问卷】 功能ꎬ 对在线教学的 １１ 个

教学班进行了关于教学评价的在线调查ꎮ 结果显

示ꎬ 在限定时间内共有 ９８１ 位学生参与调查ꎬ 参与

率为 ９５ ７１％ ꎮ 在对 “军事理论” 课程的总体评价

中ꎬ 学生评价平均分为 ８ ７３ 分 (满分 １０ 分ꎬ 共设

置 ０ － １０ 分 １１ 个选项)ꎮ 与同期的其他在线教学课

程相比ꎬ 认为 “军事理论” 教学效果较好的占

８１ １４％ ꎬ 较 差 的 仅 占 ０ ４１％ ꎬ 差 不 多 的 占

１４ ５８％ ꎬ 说不清的占 ３ ８７％ ꎮ
２ 平台互联互通ꎬ 数据全面客观

与传统的课堂教学相比ꎬ 在线教学可以利用

平台的信息优势ꎮ 超星直播客户端、 超星泛雅平

台和学习通 ＡＰＰ 都是超星公司研发的针对不同对

象和端口的在线教学平台ꎬ 基于三者构建的混合

式在线教学平台系统可以实现互联互通、 数据共

享ꎮ 学生使用一个账号ꎬ 无论在哪个超星平台完

成的学习任务ꎬ 超星系统都会详细记录和共享ꎬ
即超星系统可以实时记录学生所有在平台的学习

痕迹ꎬ 并进行统计和分析ꎬ 还可以形成学习报告ꎬ
教师可以依据这些全面客观的数据对学生的学习

行为和成绩进行评判ꎮ 在课程归档时ꎬ 还可以根

据需要将这些资料导出保存ꎬ 作为在线课程的电

子档支撑材料ꎬ 非常方便ꎮ 通过长期实践ꎬ 三个

超星平台虽然偶尔会出现数据记录或同步延迟的

问题ꎬ 但没有出现过数据错误的情况ꎬ 实际上并

不影响成绩评定ꎮ

　 　 四、 对后疫情时代普通高校在线

教学的启示

(一) 在线教学有独特优势ꎬ 需要进一步研

究、 运用和发展

相对于课堂教学ꎬ 在线教学可能会给学生、
教师、 平台带来一些问题ꎮ 但是通过对在线教学

的深入研究和实践ꎬ 如本研究的基于超星的混合

式在线教学模式ꎬ 不仅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ꎬ
还可以发挥在线教学的一些独特优势: 一方面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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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ꎬ 学习自由、 方式

灵活、 针对性强ꎬ 可以充分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

性ꎬ 将学习模式从 “被动全面接受” 变为 “主动

部分选择”ꎻ 另一方面ꎬ 教师可以利用信息化平台

的优势ꎬ 向学生传播和分享更多更好的教学内容

和资源ꎬ 提高学生获取知识的便捷度、 选择性和

有效性ꎮ 所以ꎬ 广大师生不能固守传统教学观念ꎬ
以在线教学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就抵触或歧视在

线教学ꎮ 相反ꎬ 要充分利用在线教学的独特优势ꎬ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教学模式ꎬ 提高教学效率ꎮ 当

然ꎬ 目前在线教学还在蓬勃发展中ꎬ 还需要进一

步提升广大教师的信息素养ꎬ 在教学模式的信息

化、 教学方法的多样化、 教学过程的规范化、 考

核体系的标准化等方面进一步研究、 运用和发展ꎮ
(二) 在线教学与课堂教学应长期共存、 互相

融合

在当前教育发展阶段下ꎬ 传统课堂教学思想

根深蒂固ꎬ 新型在线教学模式方兴未艾ꎬ 单独使

用一种教学方式可能并不容易被广大教师和学生

所接受ꎮ 根据厦门大学发布的 «疫情教学报告»ꎬ
教师愿意在疫情后 “继续采用线上教学” 的均值

为 ３ ２４ꎬ “不采用线上教学” 的均值为 ２ ７５ꎬ 愿

意 “采用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 的均值最高ꎬ
为 ３ ９８[１４]ꎮ 根据 «疫情学习报告»ꎬ 学生愿意在

疫情后 “继续采用线上教学” 的均值为 ３ ０５ꎬ “不
采用线上教学” 的均值为 ３ １４ꎬ 愿意 “采用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 的均值也最高ꎬ 为 ３ ４３[１５]ꎮ
究其原因ꎬ 固然存在大多数教师在线教学能力低

下、 效果较差等因素ꎬ 但在线教学与课堂教学各

有长短ꎬ 不同的课程可能更适合不同的教学模式ꎬ
在疫情严重时期全面开展在线教学是 “不得已而

为之”ꎮ 在后疫情时代ꎬ 只有在线教学与课堂教学

长期共存、 相互融合ꎬ 才是未来学校教育尤其是

高校教育的发展趋势ꎮ
(三) 新冠肺炎疫情对教育信息化发展既是挑

战ꎬ 更是机遇

教育信息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ꎬ 也是国家的

重要战略ꎮ «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 提出ꎬ 加快信

息化时代的教育变革ꎬ 到 ２０３５ 年总体实现教育现

代化ꎬ 迈入教育强国行列[１６]ꎮ 在国家的推动下ꎬ
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ꎮ ２０２０ 年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国师生被迫展开了一

场 “全体在线教学运动”ꎬ 为教育信息化发展带来

了一场 “突击大考”ꎮ 事实证明ꎬ 全国教育系统经

受住了疫情带来的挑战ꎬ 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ꎮ
然而ꎬ 疫情对普通高校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既是挑

战ꎬ 更是机遇ꎮ 亦如 ２００３ 年非典疫情使电视广播

空中教学成为主流模式ꎬ ２０２０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则促进了电脑和手机网络在线教学的蓬勃发展ꎮ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ꎬ 在疫情最严峻的 ２０２０ 年

春季学期ꎬ 全国所有普通本科高校全部实施了在

线教学ꎬ １０８ 万教师开出了 １１０ 万门课程ꎬ 合计

１ꎬ７１９万门次ꎻ 参加在线学习的大学生达 ２ꎬ２５９ 万

人ꎬ 合计 ３５ 亿人次[１７]ꎮ 杨斌等甚至认为ꎬ 疫情期

间前所未有的线上教育社会实验催化了 “互联网

＋教育 ３ ０ 时代”ꎬ 在线教育突破只重知识传授的

桎梏ꎬ 开始探索实现能力提升、 社群构建、 身份

认同、 价值塑造等更为本质的教育目标和理念的

方法路径[１８]ꎮ

五、 结语

当前ꎬ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在总体上已经得到

了有效控制ꎬ 但出现多点发生、 局部暴发的态势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ꎬ 各个高校虽然总体恢

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ꎬ 但是时刻面临着疫情爆发

的风险ꎬ 必须做好完善的教学准备和方案ꎮ 在线

教学当前不仅不会停止ꎬ 未来还会有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ꎮ 教育工作者应该充分总结疫情期间在线

教学的经验教训ꎬ 推动后疫情时代的教育教学改

革和教育信息化发展ꎮ 本文所探索的基于超星平

台的混合式在线教学模式ꎬ 以及在 “军事理论”
课程中的成功实践ꎬ 希冀可以为后疫情时代普通

高校的在线教学提供有益经验和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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