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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查背景

为共同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尽力保障春

季学期正常教学秩序,全国高校教师积极响应国

家要求,踊跃探索行之有效的线上教学方式。为

全面了解线上教学现状,深入分析线上教学模式

的优势及弊端,逐步梳理在线课程对传统教学模

式的冲击和补益,切实研究疫情防控期间大规模

线上教学对未来教学改革的种种影响,更好地帮

助教师调整线上教学模式,提升线上教学效果。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

会、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天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和中国物理学会物理教学委员会(以下简称四

委员会)共同倡议,联合发起了此次问卷调查。问

卷内容由高等教育出版社高建、程福平、忻蓓和吴

荻协助制作并统计数据。

2 调查结果

参与此次调研的教师总计2012人,学生总计

30279人,从教师和学生提交问卷的IP地址来看,
涵盖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图1和图2为师生的地

区分布图)。因此,此次调查结果能够比较好地反

映现阶段物理类课程线上教学的开展情况。

2.1 线上教学开展情况

2.1.1 线下教学到线上教学的过渡较为平稳,效
果良好

  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在疫情前,大部分教

师都没有完整参与过线上教学,只有21.52%的教

图1 参与问卷调查的教师IP分布情况

备注:图中数据主要按照教指委地区工作委员会来划分,其中华北

地区包含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和内蒙古,东北地区包含黑龙江、

吉林和辽宁,华东地区包含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和福

建,中南地区包涵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海南,西南地区包

含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和西藏,西北地区包含陕西、甘肃、青海、

宁夏和新疆。

图2 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IP分布情况

师既参与过在线课程建设,也进行过线上教学,而

44.73%的教师既未参与过在线课程建设,也未进

行过线上教学。但是经过几周的线上教学的尝

试,11.03%的教师已经非常适应现阶段的线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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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仅仅只有6.66%的教师表示不适应(见表1)。

表1 教师对线上教学的适应程度

对线上教学的

适应程度
选择人数 教师比例

非常适应 222
  

11.03%

适应 1015
  

50.45%

一般 641
  

31.86%

不适应 114
  

5.67%

非常不适应 20
  

0.99%

  同样,在疫情之前,只有一半的学生参与过线

上学习,而且主要以查缺补漏为目的,很少以线上

学习为主。同样经过这几周的在线学习,55.78%
的学生对现阶段的在线学习表示非常满意或满

意,而比较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只占8.89%。

表2 学生对线上教学的满意程度

对线上教学的

满意程度
选择人数 学生比例

非常满意 3569
  

11.79%

比较满意 13320
  

43.99%

一般 10694
  

35.32%

比较不满意 1821
  

6.01%

非常不满意 873
  

2.88%

2.1.2 线上教学形式丰富,效果良好

从教师问卷中数据可以看到,大部分教师的

线上教学都以在线直播方式为主,其他模式为辅。
而在线直播和视频录播方式在学生中较受欢迎。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1)在线直播互动性强,
有助于增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提高教学效

果;(2)视频录播模式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方便没有掌握的学生反复观看、反复学习。
综合以上观点,建议教师在直播的过程中,保

存录像,方便学生反复观看。

2.1.3 已有的 MOOC在抗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由于现有MOOC平台中的教师团队比较固定,
不方便增加外校教师,也不方便对学生进行班级管

理,因此只有23.41%的教师采用了中国大学MOOC
平台作为线上教学平台。但是却有61.08%的学生

在中国大学 MOOC上进行了线上学习。这表明

有大部分学生在完成本校的教学活动之后,还在

中国大学 MOOC平台上有针对地挑选了一些在

线开放课程进行学习。这些课程不仅对各高校教

师的线上教学作了重要的补充,还培养了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
有90.7%的教师认为线上教学可以让学生以

相对灵活的方式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他们表示:“线下教学中,学生是被动学

习,效果差,而线上教学可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提高学习效果。”“线下教学带有比较强的强迫

性,学生容易有抵触情绪,学习自主性难以提高。
而线上教学,只要不是直播,学生的学习灵活度都

比较大,可以自己安排时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线上学习比较灵活,可以反复学

习,利于目标管理,总体质量可以保证。”

50.94%的学生表示,线上教学有助于提高自

己的学习主动性,培养自主学习能力。他们认为:
“线上教学,给了我更多的自主空间,相比线下授

课,更愿意自己主动学习,希望老师多发一些课堂

教学的PPT和其他资料。”“对于接受能力较差的

同学可以反复学习,直到理解;接受能力好的同

学,可以自主安排时间,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
“学校最好不要安排强制线上教学,最好让学生自

主学习,自主学习的效率更高,强加干预反而会降

低学生自主性。”

2.1.4 疫情防控期间,通过线上教学,很好地融

入了德育元素

  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学生需要的不仅是知

识点传授,更需要的是精神的鼓舞,是做好“立德

树人”教育的好机会。对比国内外的疫情发展,教
师可从中提炼出更多的育人元素融入到课程之

中,将智育与德育相结合。
问卷数据显示,为了更好地应对线上教学,大

多数教师重新梳理了课程大纲,融入了部分德育

元素。调查问卷中数据指出,70.08%的教师在线

上教学中融入了德育元素(其中21.82%的教师表

示在疫情前就融入了德育元素),24.52%的教师

正准备加入德育元素,只有5.37%的教师没有考

虑过德育元素。
今后,四委员会将在这方面开展一些小范围

的研讨,进一步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

2.1.5 疫情过后,线上教学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疫情结束之后,线上教学将发生如何变化也

是此次调研的重点之一。从问卷数据中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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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大部分师生觉得线上教学是针对线下教学

的一种补充,未来教学仍会以线下教学为主,但线

上教学将会是重要的辅助手段,继续发挥重要

作用。
在问卷中,大量教师和学生指出:“线上教学

可作为传统教学内容的补充,对于育人来说,线上

课程虽然有很一些不足的地方,但是可以更好地

辅助学生学习知识”“线上教学在时间上相对自

由,但是也有其优点。”“线上可以反复观看,可以

自己调整进度,但是缺少线下课堂的环境感染力。
线上要求学生主动参与度要更高才行,不是所有

学生都能接受。线下则学生被动参与度更高,大
部分学生能接受”。

经过此轮的线上教学,教师积累了一大批线

上教学资源,将会为后期的线上教学提供更强有

力的支撑。

表3 线上教学对教师的影响

疫情之后,您是否

愿意继续采用

线上教学?
选择人数 教师比例

非常愿意 465
  

23.11%

愿意 1071
  

53.23%

不清楚 252
  

12.52%

不愿意 224
  

11.13%

表4 线上教学对学生的影响

疫情之后,更愿意

选择哪种方式上课?
选择人数 学生比例

线上学习 3130
 

10.34%

线下授课 12732
 

42.05%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
13106

 

43.29%

无所谓 1309
 

4.32%

2.2 当前的线上教学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表5 教师在开展线上教学存在的一些困难

线上教学中困难

或者问题有哪些
选择人数 比例

平台卡顿或崩溃、
网络差

1076
 

53.48%

平台功能有限不能

满足教学需求
711

 

35.34%

续表

线上教学中困难

或者问题有哪些
选择人数 比例

师生互动沟通困难 1031
 

51.24%

学生间的交流

讨论困难
809

 

40.21%

无法实时反馈接受

程度或难以

考察掌握程度

1044
 

51.89%

所学课程网络共享

资源不足
315

 

15.66%

教材短缺 397
 

19.73%

线上教学设备

不好用/不够用
346

 

17.2%

居家环境不利于

教学
647

 

32.16%

无人监督、教学

各个环节容易

不专心且敷衍

700
 

34.79%

长时间盯着屏幕

造成眼睛疲劳

或者视力受损

950
 

47.22%

其他 68
 

3.38%

表6 学生在线上学习中存在的困难

线上学习中困难

或者问题有哪些
选择人数 比例

平台或网络卡顿 18887
 

62.38%

平台功能有限

不能满足学习

需求

8622
 

28.48%

跟老师互动困难 9831
 

32.47%

与其他学生的

交流讨论困难
8802

 

29.07%

无法实时反馈

接受程度或难以

考察掌握程度

10273
 

33.93%

所学课程网络

共享资源不足
4291

 

14.17%

教材短缺 13829
 

45.67%

线上教学设备

不好用/不够用
4092

 

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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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线上学习中困难

或者问题有哪些
选择人数 比例

家居环境不利于

学习
9610

 

31.74%

无人监督、教学

各个环节容易

不专心且敷衍

9523
 

31.45%

长时间盯着屏幕

造成眼睛疲劳

或者视力受损

15379
 

50.79%

课程时间太长 4691
 

15.49%

课后作业负担重 5604
 

18.51%

其他 413
 

1.36%

2.2.1 部分教师和学生感觉线上教学强度太大

从教师和学生的反馈来看,部分线上教学强

度较大,其中49.52%的学生感到线上学习有压力

或者非常有压力,只有10.17%的学生感觉没有压

力或者完全没有压力。同时,大多数教师和学生

反馈,长时间使用手机或者电脑,还会对眼睛造成

比较大的伤害。
有些教师和学生提到的:“线上教学过程中,

教师工作琐碎繁杂,事情太多,压力太大。”“线上

教学的课程设计难度大,更加考验教师的水平,工
作量倍增,压力很大。”“课后作业太多,学习时间

过长,对眼睛不好。”“盯着电脑手机的时间太长了

会头疼”“……录播课时间短,内容多,听起来有点

吃力,所以课后花的时间多,有时候课程太多,花
再多时间也消化不了当天所学的知识,压力有点

大……”。

2.2.2 课堂上学生和教师的交流方式单一,过于

依赖学生的自主学习,缺乏有效的监督

手段

  对于自主学习能力强的学生来说,无论线上

还是线下都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对于大多数学生

来说,学习的自律性不强,学习效果较差。线上教

学不能面对面授课,缺乏师生间的有效交流。大

部分教师表示由于缺乏面对面交流,很难得到学

生的及时反馈(面部表情,眼神等),不能够及时了

解学生的掌握程度,也发现不了可能存在的疑惑,
缺乏师生、生生之间的情感共鸣。

同时还缺乏有效的在线监督手段,担心学生

走神,也无法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在学生

问卷中,有些学生反映可能存在一边看直播一边

打游戏甚至以参加在线学习的名义去玩游戏的

情况。

2.2.3 同一所学校内的课程缺乏统筹规划

根据调查问卷的中学生反馈的信息,发现同

一所学校内的不同教师采用的平台都不一致,甚
至有些教师同时使用多平台进行教学,导致学生

“疲于奔命”。正如有些学生提到的:“线上学习需

要同时操作多个平台,一边看视频,一边看QQ群

消息,一边看慕课堂布置的任务,疲于在各个应用

之间辗转,注意力分散,有违线上教育的初衷。”
“希望线上平台集中一点,太多了记不住”“建议集

中教学平台,这样不用切换平台查看消息,避免遗

漏”“希望能统一使用同一个平台进行授课、发视

频或PPT资源,现在软件多,弄得很乱。像我们

这种没有电脑的同学,全部用手机来看,老师发的

资源得不到整理,占用的手机内存还很大。”
除了平台使用之外,还存同一所学校不同教

师之间“抢占”学生线下学习时间的现象。有些学

生指出的:“每门课都要提前预习,压力太大。老

师可能花只一两个小时录制视频,但我们每门课

两小时,十门课就要花20小时预习……”“感觉线

上节奏太快,很难适应”“有的课一周只有一节,但
是线上的视频时间远远超过了上课时间,很多课

压在一起,学习任务繁重”“线上教学的软件需要

统一,上网课的软件太多,导致手机卡顿,当打开

某个网课软件时会卡屏,半天都不出来,甚至有时

要重启手机才能打开应用。”“需要一个具体的计

划,每个老师都在压堂,作业留得多,饭都吃不上

又要上下一节课。考试也没时间复习,眼睛一整

天都盯着电脑和手机,都没离开过。”

2.2.4 教师之间缺少互相交流和资源共享

由于此次大规模的线上教学属于突发情况,
很多教师都是在家“单打独斗”,与其他教师的沟

通交流不够。对于部分缺乏线上教学经历和线上

教学资源的教师,特别需要教师之间的经验交流。
其中最主要的是 MOOC资源等方面的共享不够充

分,导致大多数教师采用的是自制教学资源进行线

上教学,而不是充分利用已有的优秀MOOC资源。
部分教师在问卷中提到:“希望增强相同课程

之间老师的沟通交流,比如大学物理、高等数学等

课,很多老师同时在上,建议通过建群的方式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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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教学进度、教学安排等。”“一位IP地址为北

京的老师提到:希望尽快出台规定规范成为一种

常规模式,开发通用型较好的平台进行全国范围

内的数据共享,以此为基础对混合教学的实际情

况进行定量的研究,可以作为指导未来政策的理

论基础希望院校之间能够增加互动,通过线上教

学,增加不同院校之间教学交流及相互学习,借鉴

一流大学和一流专业的教学成果,技术和方法,提
高自我。”“一位IP地址为山东济宁的老师提到:
希望多多组织教师总结交流成功经验,以便进一

步完善线上教学,为以后线上教学成为线下教学

有益的必要补充奠定基础。”

2.3 大学物理实验的开展情况案例分析

2.3.1 复旦大学物理实验改革方案

考虑到疫情的影响,复旦大学物理教学实验

中心经过研讨,很快就一致认为:这次线上教学是

一次大胆的教学改革,特别是针对在日常教学中

复旦大学物理

实验中网站(包含

实验课程的最新进展)

发现的学生问题,推出针

对性举措的好机会。于是

实验中心将所有实验课改

为线上教学,用微信群进

行互动讨论,同时提供多

种方法帮助学生完成部分

可以在家完成的实验(借
助Phyphox、Tracker等软

件),在教学过程中强调物

理模型的建立、实验器材的选取、实验装置的搭

建,并尝试实验方案改进和不确定度分析等基本

的科学素养。
实验的线上教学已经开展两周了。无论是录

制教学视频还是在线答疑,教师们的投入都比正

常的实验教学要得多,特别是在线答疑方面,因此

总是安排多位老师同时在线,以提高答疑的效率。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停课不停学”,日程排得

满满的,压力也很大。好在师生之间的沟通方式

很多。有同学反馈:“其实课上老师完全可以介绍

一点很有创意的实验供大家讨论思考,做实验还

是实体课比较好”“虽然实验材料大部分可就地取

材,但测量仪器不精确,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实验的

效果,从而影响思考”……

2.3.2 东北大学实验改革方案

为方便开展疫情防控期间的大学物理实验教

学,东北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心王旗主任组织大家

扫描二维码查看:
《大学物理实验

(战疫版)》

进行了深入研讨,为同学们

设计了一个个贴近生活又妙

趣横生的实验项目,设计了

一套系统完整的“大学物理

实验(战疫版)”教学方案。
该方案打破了传统的

实验室模式,带着学生走进

生活,一起研究身边的有趣

现象:“给一盏发光的灯拍摄照片时,照片中可能

会出现从灯中心发出的一些光线(星芒)。研究和

解释这种现象”“将点燃的蜡烛放在瓶子后面,如
果你从蜡烛的后面吹瓶子,蜡烛同样可能熄灭,好
像瓶子根本不在那里,解释这个现象”……

实验中心还有意识地在教学中融入了思政元

素,让学生通过和教师的一起探索,分析现象背后

蕴含的物理意义,让学生了解到,物理学习不是单

单完成习题,更应该去理解世界万物,发现宇宙规

律。物理实验也不只是完成实验室的实验,更应该从

身边的现象出发,去设计物理实验、探索世间规律。
为了有效推广这种别具一格的“大学物理实

验(战疫版)”,东北大学完善了课程的体系,录制

了全程的讲课视频和实验操作视频,并由高等教

育出版社设计制作,预计将于4月正式发布。

图3 在家做大学物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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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东南大学实验改革方案

东南大学物理实验中学,成分利用其在线开放

课程的有事,将在线课程+在线直播+宅家山+虚

拟仿真的形式相结合,开展大学物理实验的教学。
具体方案如下:

(1)
 

在线课程:用于学生课外自主学习,能达到

翻转课堂效果。(中国大学 MOOC,网址:https://

www.icourse163.org/course/SEU-1207608801)
(2)

 

在线直播:用于绪论课讲授实验理论、实
验课之前的理论讲解。(使用腾讯课堂或 QQ群

屏幕分享+慕课堂)
(3)

 

宅家实验:目前在在线课程里新增了学

思践行-DIY实验项目栏,提供了三个项目,目前

已经开展的是自制三线摆测物体转动惯量实验,

学生们参与讨论热烈,目前已收到多份实验报告。
(4)

 

虚拟仿真:在线课程里新增了他山之

石———ilab-x实验项目栏,在国家虚拟仿真实验平

台物设了合适的实验项目,同时结合我校现有的

虚拟仿真项目,开展在线实验。

3 总结

在问卷最后,广大师生还对在线开放课程提

出了很多建议(由于篇幅原因,相应的建议已经制

作成了云词图,如图6和图7所示)。其中包括:
促进教师之间的交流、资源共建共享、课程思政建

设等问题。为此,四委员会将会在以下几个方面

继续开展相应工作:

图4 中国大学 MOOC后台视频浏览情况

图5 东南大学宅家实验设置情况(中国大学 M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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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词云图———教师对线上教学的意见或建议

备注:云词图由学生提出意见的关键词组成,出现频率越高的词字号越大,出现频率越低的词字号越小

图7 词云图———学生对线上教学的意见或建议

  (1)
 

定期开展线上研讨。有针对性地对课程

思政、线上教学改革等专题进行深入讨论,切实提

高高校教师的课程建设水平;
(2)

 

征集优秀教学案例。此次线上教学改

革,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案例,为了将相应成果进

行推广,四委员会将收集部分优秀案例,并进行深

入分析,最终进行固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3)

 

鼓励高校之间资源共享。为了充分发挥疫

情期间教师自建教学资源的作用,四委员会将组织各

高校之间的交流研讨,探索资源共享的新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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