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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眼科学线上教学所面临的问题ꎬ并分析其中
原因ꎮ
方法:调查时间为 ２０２０－０５ / ０６ꎮ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
卷及成绩对比的方法ꎮ 问卷调查包括课前课后用时、线
上教学面临的困惑和教学效果自评等ꎮ 调查对象为 ６３
名五年制本科学员和眼科学所有带课教员ꎮ
结果:学员线上和线下教学课前平均用时接近ꎬ但教员
线上课前用时明显长于线下教学ꎮ ６３％学员认为线上
教学课后复习需更长时间ꎬ９５％学员承认线上教学因缺
乏互动而走神ꎬ７３％教员因缺乏互动而影响激情ꎮ ７３％
的教员预计线上教学效果会差于线下教学ꎬ但 ９５％学员
认为通过重复观看视频ꎬ知识掌握无明显差别ꎻ线上教
学最终成绩与往年同类学员线下教学无差别ꎻ９１％教员
和 ７９％学员推荐录播与直播相结合作为未来的线上教
学模式ꎮ
结论:缺乏互动是影响线上教学效果的最主要因素ꎮ 线
上教学效果与线下教学类似ꎬ但课后所需复习时间更
长ꎮ 录播与直播相结合是师生推荐的线上教学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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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近年来ꎬ线上教育逐渐普及ꎬ尤其是在各类学习班和

培训机构等ꎬ而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教学仍然以传统的线下
课堂教学为主ꎮ ２０２０ 年初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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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医学本科学员线上教学调查结果 人(％)
调查项目 轻度(１~３ 分) 中度(４~６ 分) 重度(７~１０ 分)
软件掌握难度 １２(１９) ３９(６２) １２(１９)
网络或设备影响程度 １８(２９) ４２(６７) ３(５)
缺乏互动性影响 ３(５) ４８(７６) １２(１９)
专注度影响自我评价 ３(５) １２(１９) ４８(７６)
知识掌握度自我评价 ３(５) ９(１４) ５１(８１)
学习自主性自我评价 ０ ２１(３３) ４２(６７)

表 ２　 眼科学教员本科线上教学调查结果 人(％)
调查项目 轻度(１~３ 分) 中度(４~６ 分) 重度(７~１０ 分)
软件掌握难度 ６(５５) ５(４５) ０
资料上传难度 １(９) ９(８２) １(９)
设备及网络影响度 ０ ９(８２) ２(１８)
缺乏互动程度 １(９) ７(６４) ３(２７)
授课满意度自我评价 ０ １(９) １０(９１)
授课热情自我评价 ０ ８(７３) ３(２７)
学员专注度估计 ０ ３(２７) ８(７３)
学员知识掌握度估计 ０ ８(７３) ３(２７)

线下教学无法进行ꎬ而线上教学也就成了各级学校的唯一
选择ꎮ 然而ꎬ由于绝大多数师生都是初次接触ꎬ线上教学
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的问题和困惑ꎮ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ꎬ
为以后的线上教学提供经验ꎬ我们针对师生面临的问题和
其中原因进行了调查ꎬ并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ꎮ 现将调查
结果汇报如下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调查时间为 ２０２０－０５ / ０６ꎮ 随机选取 ２０２０ 年春
季教学 ６３ 名医学专业本科学员ꎬ以及 １１ 名参与眼科学线
上教学的教员ꎬ其中教授 ３ 名、副教授 ５ 名和讲师 ３ 名ꎮ
１.２方法　 教学全部采用线上教学方式ꎬ使用平台包含超
星学习通录播平台及瞩目直播平台ꎬ按照教务处制定的学
习计划及课表进行授课ꎮ 课时为 ２ 学时ꎬ即 ８０ｍｉｎꎮ 课前
所有教员首先熟悉教学所需平台和软件ꎬ然后按照课表录
制教学视频并上传至后台ꎮ 同时上传的内容还包括多媒
体教学课件、重难点和复习资料等ꎮ 课后学员与教员通过
文字或直播进行讨论ꎮ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ꎬ并
将考试成绩与往年同类学员的成绩进行对比ꎮ
１.２.１调查问卷　 根据教学大纲和学员的认知情况ꎬ设计
学员调查问卷ꎬ内容主要包括线上线下课前所用时间、课
后复习时间、软件掌握难度、网络或设备影响程度、缺乏互
动的影响程度、听课专注度自我评价、知识掌握度自我评
价、学习自主性自我评价以及线上教学方式建议ꎮ 结合教
员对线上教学的感受ꎬ设计教员调查问卷ꎬ内容主要包括
线上线下教学课前准备时间、掌握软件所需时间、熟悉流
程所需时间、软件掌握难度ꎬ录制课件所用时间、资料上传
难度、缺乏互动程度ꎬ缺乏互动对授课的影响程度、软件和
网络对教学的影响程度、授课满意度和授课热情自我评
价、学员专注度估计、学员知识掌握度估计和未来线上教
学方式推荐ꎮ 学员及教员问卷程度以 １０ 分为满分ꎬ其中
１~３ 分为轻度ꎬ４~ ６ 分为中度ꎬ７ ~ １０ 分为重度ꎬ问答针对
的是 ８０ｍｉｎ 课时(即 ２ 个学时)ꎮ 教员及学员调查问卷克
朗巴赫系数分别为 ０.８５３ 及０.７４６ꎬ说明量表信度良好ꎮ 调

查均采用匿名方式ꎮ
１.２.２考核成绩对比　 课程结束ꎬ同以往线下教学一致ꎬ采
用自题库随机抽取题目形成试卷ꎬ然后进行线下闭卷考试
的形式进行考核ꎮ 试卷评阅采用双盲的形式ꎬ即同我校第
二附属医院眼科学教研室进行交叉批卷和评分的方式ꎮ
最后将考试成绩同去年接受线下教学的同类别学员成绩
进行比较ꎬ分析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的效果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０ 软件ꎬ时间和成绩采用均
数±标准差方式表示ꎬ时间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ꎬ成绩
对比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１医学本科学员调查问卷结果　 发放问卷 ６３ 份ꎬ回收问
卷 ６３ 分ꎬ有效率 １００％ꎮ 学员线上课前所用平均时间为
２１.４２±８.２３ｍｉｎꎬ以往线下教学平均时间为 ２１.１９±６.７２ｍｉｎꎬ
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１４)ꎻ６３％(４０ 人)学员认为
课后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复习ꎬ而只有 ３２％(２０ 人)
的学员认为线上线下课后复习所用时间类似ꎮ 对于未来
的教学方式ꎬ７９％(５０ 人)的学员推荐录播联合直播ꎬ１３％
(８ 人)选择单纯录播ꎬ８％(５ 人)选择直播的方式ꎮ 医学
本科学员其他调查问卷结果见表 １ꎮ
２.２ 眼科学教员本科线上调查问卷结果　 共发放问卷 １１
份ꎬ回收问卷 １１ 份ꎬ有效率 １００％ꎮ 教员线上课前和线下
课前所用平均时间为 ３３２.４１±１.４９ｍｉｎ 和 ２０１.６２±０.７９ｍｉｎ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０１１)ꎬ即线上教学教员课前所
花费更长时间ꎮ ７３％(８ 人)教员花费超过 １８０ｍｉｎ 熟悉教
学软件的使用ꎬ６４％(７ 人)教员可在 ６０ｍｉｎ 内掌握线上教
学流程ꎮ 录制 ４０ｍｉｎ 的课时ꎬ６４％ ( ７ 人) 的教员可在
１８０ｍｉｎ 内完成ꎬ而有 ３６％ ( ４ 人) 教员需要花费超过
１８０ｍｉｎ 才能完成ꎮ 对于未来的教学模式ꎬ９１％(１０ 人)教
员倾向录播和直播联合的形式ꎬ９％(１ 人)教员倾向于单
纯直播教学ꎮ 教员线上教学其他调查问卷结果见表 ２ꎮ
２.３ 考核成绩比较结果 　 ６３ 位学员最终考核成绩为
８６.９７±８.２５ 分ꎬ往年同类别学员平均成绩为 ８７.２９±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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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ꎬ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２７)ꎮ
３讨论

近年来ꎬ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使得线上教学逐步
进入教学领域ꎬ各类网上课程也越来越多ꎬ尤其是生活类、
作业辅导、语言类、 ＩＴ 和职业教育类等ꎮ 据调查显示ꎬ
２０１７ 年选择线上教育的家长仅有 １４％ꎬ到 ２０１９ 年已经增
长到 ３３％ [１]ꎮ 但在各级学校的教学中ꎬ线下教育仍然占

主导ꎮ 我校的各级教学也不例外ꎬ本次疫情前ꎬ全校所有
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均采用线下教学方式ꎮ 但是ꎬ２０２０ 年
初ꎬ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使得线上教学

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ꎬ教育部也发出了“停课不停教ꎬ停
课不停学”的号召ꎬ全国各级学校也纷纷开展了大规模的
在线教学[２－４]ꎮ 眼科学教研室在校院领导积极倡导、各级

部门悉心指导和所有教员的努力下ꎬ对春季学期眼科学本
科医学生开展了线上教学ꎮ 然而ꎬ由于都是初次接触线上
教学ꎬ学员和教员都遇到了很多问题ꎮ 而只有充分了解问

题所在ꎬ并寻找其中的原因ꎬ才有可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ꎬ
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ꎬ为此我们设计了本研究ꎮ 研究主要
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ꎬ详细了解学员和教员对线上教学的
体会及经验ꎬ分析线上教学的优势和劣势ꎻ同时将考核成

绩与以往同级别的学员成绩进行比较ꎬ判断线上教学的
效果ꎮ
３.１ 课前准备时间的差异 　 关于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课
前准备时间ꎬ学员线上线下平均用时接近(Ｐ ＝ ０.１４)ꎮ 分

析其原因认为ꎬ青年学员对于软件掌握相对快ꎬ且由于学
员只需要熟悉打开软件的方式ꎬ不需要进行课程的录播和
上传等ꎻ另外ꎬ学员已经有其他课程的线上听课经验ꎬ他们
对网络软件已经熟悉ꎮ 与学员不同ꎬ所有眼科学教员都是

初次接触线上教学ꎬ因此课前花费的时间明显长于以往线
下教学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０１１)ꎮ 具体到课前所
花时间ꎬ录制课件占到了课前用时的 ８０％以上ꎮ 分析其中
的原因ꎬ高达 ９１％(１０ 人)的教员认为是由于对录播软件

和操作技巧不熟悉ꎬ导致录制课件时的反复ꎮ 一方面教员
自身需加强自我线上教学理论和实践的学习和思考[５]ꎬ另
一方面有必要对初次接触录播课程的教员进行针对性培
训及相关经验的传授ꎬ例如采取单张幻灯片录制以避免大
范围重复、翻页后等待 １ ~ ２ｓ 再讲解以待幻灯完全展示、
教学秘书模拟学员ꎬ以接近线下授课方式进行录制等技

巧ꎬ从而减少录制课件所花费的时间ꎮ 另外ꎬ开发界面更
友好和更容易掌握的教学软件对于减少课前准备时间也
具有一定帮助ꎮ
３.２缺乏互动对教学的影响　 众所周知ꎬ观看录播课件最

大的缺点是师生之间缺乏互动[６]ꎬ线上资源主要以视频、
音频、课件为主ꎬ不能形成传统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交

流与互动[７]ꎬ而教学中的互动ꎬ对于激发学员听课兴趣ꎬ使
其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非常有利ꎮ 只有当学员积极地参

与到教学环节当中ꎬ教员才能更有激情地教授ꎬ也才能更
快、更好地实现高效课堂建设目标[８]ꎮ 然而ꎬ由于担心直

播时网络不稳定ꎬ几乎所有的教员都选择了录制课件后上
传ꎬ同时结合课后文字互动讨论的辅助方式进行教学ꎮ 教
员方面ꎬ由于录播课程时面对的是电脑显示屏ꎬ他们无法
像线下教学那样从学员的肢体语言读出学员对知识的领

会程度ꎬ讲课也缺乏激情和节奏ꎮ 在我们的调查中ꎬ７６％
(４８ 人)学员承认因缺乏互动而重度影响了上课的专注
度ꎬ在个人专注度的评价中ꎬ只有 ５％(３ 人)的学员认为能
够很好地保持专注度ꎮ 与学员类似ꎬ７３％(８ 人)的教员承

认因缺乏互动而影响授课的投入程度ꎮ 针对缺乏互动导
致学员无法保持高度关注的问题ꎬ教员通过提高视频课件
的趣味性和多样性、模拟线下课堂授课时录制或采取直播
为主而录播作为补充的方式ꎬ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员的

兴趣和关注度[９－１０]ꎮ 同时ꎬ增加反馈性内容是增强线上课
程互动性的有效措施ꎬ可根据学员学习进度、特点ꎬ凭借平

台的记忆性特点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的推送学习内容和测
试要点ꎬ可将学员的反馈性内容作为考核内容的一部分ꎬ
以有效解决反馈不及时的问题[１１－１２]ꎮ
３.３线上教学的效果比较　 以往的线下教学ꎬ学员及教员
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听(授)课ꎬ其最大的优势是师生间可
以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ꎬ学员的专注度和课堂知识吸收

率较高ꎮ 然而ꎬ由于无法回看教学视频ꎬ课后学员只能结
合教材和笔记进行复习ꎬ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习的效
果ꎮ 而线上教学ꎬ虽然缺乏互动和专注度降低影响了课堂

的效果ꎬ但因为有录播课件的存在ꎬ学员的学习不受时间
空间限制ꎬ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随时自学及回顾ꎬ有
针对性地播放重点及难点ꎬ变“教”为“学”ꎬ变“被动”为
“主动” [１３]ꎮ 当然ꎬ由于回看录播课件ꎬ学员课后需要花费

更多的时间ꎮ 问卷显示ꎬ６３％(４０ 人)的学员认为线上教
学课后复习时间多于线下教学ꎬ分别为 ６３±２.１５ｍｉｎ 和 ３１±
５.２７ｍｉｎꎻ然而ꎬ出乎意料的是 ９５％(６０ 人)的学员认为结
合课堂学习和课后反复观看视频ꎬ知识掌握程度同线下区
别不大ꎮ 与学员不同的是ꎬ教员对教学效果的预估相对保
守ꎬ７３％(８ 人)的教员估计学员只能中等程度地掌握和领

会课堂知识ꎮ 不过ꎬ从最终的成绩来看ꎬ该批学员同往届
接收线下教学的学员成绩并无明显差别ꎮ 以往类似文献
较少ꎬ本调查研究表明ꎬ虽然学员线上教学课堂即刻的知
识掌握率差于线下教学ꎬ但结合课后的针对性回放ꎬ线上

教学最终能够达到同线下教学相似的效果ꎮ
３.４ 网络对教学的影响 　 虽然也预计到缺乏互动会影响
学员的专注度ꎬ但因担心网络不稳定而影响教学效果ꎬ所
有教员还是选择了提前录制视频为主的教学方式ꎮ 虽然

课后也有文字或少量的直播讨论ꎬ但仍然无法达到类似线
下面对面教学的互动效果ꎮ 学员方面ꎬ５％(３ 人)学员表
示曾由于网络问题而严重影响听课的顺畅程度和效果ꎬ高
达 ６７％(４７ 人) 的学员认为网络中等程度影响了学习
(表 １)ꎮ 线上教学ꎬ师生都需要合适的教学设备和良好的
网络环境ꎬ教学过程中注册多个平台或 ＡＰＰꎬ硬件及软件
跟不上都会影响师生的教学积极性和教学效果[１４]ꎮ 因

此ꎬ提高网络的速度和稳定程度ꎬ例如 ５Ｇ 网络的引进和

普及是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１５]ꎮ
３.５未来的线上教学模式　 如上所述ꎬ单纯依靠直播可能
会由于网络的问题而导致授课中断而影响教学效果ꎬ单纯

的播放录像则由于缺乏互动而影响师生的激情和专注度ꎮ
因此ꎬ录播联合直播ꎬ即在提前上传录播课件保证课程可
以正常进行的前提下ꎬ尽量选择直播以增加师生互动可能
是未来的方向ꎮ 调查也显示ꎬ９１％(１０ 人)教员和 ７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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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学员都推荐了录播联合直播的线上教学模式ꎮ 当
然ꎬ通过增加课件的趣味性和多样性ꎬ提高学员上课的兴
致和专注力ꎻ通过增加网络速度和稳定性ꎬ保证直播的顺
畅度和可靠性ꎻ通过开发更便捷和界面更友好的直播互动
平台ꎬ让师生能够更好地通过眼神、语音和动作进行交流
互动ꎬ这些都是提高线上教学效果的关键措施ꎮ

也许线下教学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仍会占据主
导地位ꎬ但随着科技的发展ꎬ线上教育必然成为教学的主
导ꎬ特别是在特殊情况ꎬ例如疫情、恶劣自然条件或路途偏
远无法进行线下教学的情况下ꎮ 提高网络速度和稳定度、
采用录播联合网络直播、增加课件的趣味性和多样性可能
是提高线上教学效果的主要措施ꎮ 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
和教育从业者不断的探索ꎬ一定会寻找到更理想的线上教
学方式ꎬ从而为祖国培养出更多有用的人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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