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濮阳工学院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 

线上教学情况调查报告 

根据教育部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和教育厅《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网上教学工作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自 2020

年 2 月 17 日开学以来，我院广大教师按照“延迟开学不停学，延迟

开学不停教”总原则，全情投入，充分利用多个教学平台实施了“多

维度、立体化”的网络在线教学，并确保线上教学质量不减，标准不

降。 

为全面了解教师在线教学情况，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学习

效果，为后续教学运行和质量评价提供数据支撑，特以问卷形式对参

与教学的全体师生进行了调查。此次问卷形式分为教师问卷和学生问

卷两部分，涵盖线上教学的所有核心环节。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做出

了在线教学运行情况分析报告。 

一、在线教学总体情况 

自 2020 年 2 月 17 日至 4 月 10 日，学院已开展线上教学的教师

累计 77 人，开展线上教学课程 86 门，占教学计划中课程 96 门的

89.6 %，参与线上学习学生 536 人，参与率达到 98.29 %。 

云班课教学在疫情之前已经得到教师们广泛采用，在此基础上，

本学期开学前，学院又联系中国大学 MOOC、智慧树等多家在线教

学平台，提前组织教师参加线上教学培训，协助教师掌握在线授课软

件使用的技巧，为后期线上教学的开展打下基础。 

开课以来，各门课程教师分别采用云班课、中国大学 MOOC、

智慧树、腾讯会议、钉钉、腾讯课堂等平台搭配 QQ 群、微信群等工



具综合开展教学活动。由于全国高校开课时间较为集中，网络承载压

力过大，部分平台功能出现异常，上课的教师均能启用备用方案，稳

妥推进教学进程，实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线上教学 8 周以来，学院

总体教学情况良好，开课率、到课率均达到较高水平。 

二、教师在线教学工作情况调查 

有效参与此次调查反馈的教师共 64 人，就调查问卷中的 18 个问

题进行了反馈。下面针对其中几个重要问题分层次展开分析。 

1．关于教学平台 

 

教师选用较多的在线教学平台是云班课、腾讯课堂/QQ/微信群直

播功能和中国大学 MOOC，使用率分别为 90.18%、75％、35.71%。

其中 95.5%以上教师使用 2 个以上平台进行在线教学，说明教师对线

上教学的适应能力较强，教学方式多样，使用的教学资源丰富。 

2．采用的线上教学形式及直播授课比例 



 

其中，其他混合式教学，主要以直播互动+发布资源+在线辅导的

形式进行。 

 

从上课形式看，88.29%的教师选择“直播+发布资源+线上辅导”

的教学方式，其中 64.86%的教师使用了直播方式进行线上教学，仅

采用发布资源、学生自学方式进行授课的教师占比较少，绝大多数教

师都注重互动式的教学模式，能运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授课，充实教

学内容。 

3．学生出勤率 



 

调查结果显示，出勤率均能达到 90%以上，其中，除个别学生请

假外，出勤率达到 95%以上的比例为 98.20%，能够达到全勤 100%的

比例为 63.06%。 

4．学生完成作业情况 

 

因课程性质不同，学生完成作业情况参差不齐。大部分学生能够

按时提交作业，但有个别学生还需要加强管理，进一步督促。有些软

件类课程因需要电脑操作，完成作业情况无法得到很好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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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在线学习情况调查 

参与本次学生在线学习调查共 526 人，占到参与线上学习人数的

98.13%，可以反映出学生在线学习的真实情况。 

1．按时参与线上学习 

 

调查显示，98.29%的同学都能坚持按时参加学院组织的网络学

习，1.71%的学生因为网络太差等因素的影响无法保证每次都按时参

加。 

2．最满意的网络学习平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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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大网络学习平台中，学生最满意的学习平台是蓝墨云班课，

另外学生还喜欢使用 QQ 视频会议/腾讯课堂和钉钉等直播平台进行

课程学习，还有部分同学喜欢在中国大学 MOOC/爱课程等优质资源

共享平台上进行学习。 

3．最喜欢的网络教学方式  

 

在各种线上教学方式中，多数同学都选择了 2 种以上的教学方

式。由于互动效果明显、反馈及时等特点，“在线直播教学”成为学

生们最喜欢的方式。排名第二的是“教师录制、微课教学”，因为这

种方式可以反复回放，重复学习，加深理解和记忆，受到学生广泛喜

爱。此外，也有部分同学喜欢“学生自主学习”、“线上辅导答疑”、

“引入网络平台资源组织教学”等方式。由此可见，教师在组织线上

教学时，使用多种方式会得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4．线上学习时能否做到课前预习、课后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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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对于线上学习时能否做到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只有

9%的同学能保证一直如此，35%的同学多数时间做到，49%的同学偶

尔做到，7%的同学从来没有。数据说明，多数同学需要养成好的学

习习惯，改进学习方法。 

5．对线上授课内容的掌握情况 

 

通过对线上授课内容的掌握情况调查结果来看，69.01%的同学达

到一般掌握，较好掌握和完全掌握的同学仅有 26.02%，4.94%的同学

掌握情况不好或没有掌握。针对这种情况，开学之后需要一定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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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帮助同学们更好的掌握线上内

容的知识点。 

6．对参加线上学习的感受 

 

对于参与线上学习的感受，53.81%的同学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

为线上教学可以借助丰富的网络资源、通过课程回放对重难点反复学

习、自由安排学习时间等达成更好的学习效果；45.63%的同学认为资

源过多、重点不明确、负担过重、缺乏学习氛围、注意力无法坚持集

中等难以实现好的学习效果。针对这种情况，教师需要加强教学设计，

重组授课内容，加强辅助资源筛选等。同时，学生也需要提高学习主

动性和积极性，加强学习的自律性。 

7．线上学习遇到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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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线上学习遇到的主要问题，仅 4%的同学表示没有困难，可

以保证学习效果，24%的同学认为缺乏纸质教材、电子教材学习效果

不好，19%的同学认为学习平台有延迟和卡顿现象影响学习效果，

29%的同学遇到了网络问题，13%的同学动力不足，11%的同学学习

环境不好，影响学习效果。针对以上情况，教师应选择较流畅的平台

进行授课，同时选用合适的云教材辅助学生学习。另外，学生也应加

强自律，增强学习动力。 

8．对在线学习的效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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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0%的同学认为在线学习的效果与线下学习效果一样甚至更

好，65.78%的同学认为在线学习的效果达到线下的 60-80%，说明学

生对于线上学习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和适应。 

9．对教学进度的评价 

 

关于教学进度，90.49%的学生认为“进度适中，能够很好地理解”，

9.32%的学生认为“进度太快，跟不上教学进度”。 

10．教师的交流答疑等教学互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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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交流答疑情况，有 92%的教师积极参与课堂交流答疑、时刻

关注学生的反馈，既增加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又很好地帮助学生增

加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有效提升学习效果，受到学生认可。7%

的教师交流答疑不够充分，建议增加交流频率。1%的教师与学生互

动较少，学生学习得不到有效反馈，影响学习效率。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针对调查中出现的问题，学院将采取以下措施，提升线上教学质

量。 

1．问题导向，整改提升 

进一步强化问题反馈与沟通机制，通过召开线上教学研讨交流

会、学生意见反馈等形式，将反馈比较集中的问题及时传达给任课教

师，促进整改提升。 

2．正向引导，示范引领 

邀请线上教学效果较好的教师做优质课展示和心得分享，巧妙使

用多种课堂互动，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 

3．优化资源，提升质量 

重新规划线上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设计，选择优质的线上课程教

学资源辅助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4．推进优质课程资源建设。 

通过前期在线教学发现以 SPOC 为代表的自有在线课程资源展

现了强大的优势，下一步将加大课程平台及优质课程资源的建设。 

面对疫情，全院师生在前期线上教学中勤奋努力、自强不息、积

极探索、大胆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基本实现了线上线下教



学实质等效。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相信随着师生对线上教学的不

断熟悉和适应，我们一定能化“危”为“机”，不断促进信息技术与

教学深度融合，用实际行动给这场抗击疫情的特殊考试交出满意的答

卷。（学科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