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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线上教学的实效分析与对策研究
———以西南大学生态学为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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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400715

摘要:新冠疫情以来,线上教学成了全国中小学及高校的重要教学手段,其教学效果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以
西南大学生物科学(师范)专业2019级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生态学为例,结合学生线上学习过程性考核结果和期末

考试成绩,主要对课程目标和毕业要求达成度进行分析,探讨线上教学的效果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教

学建议,以期为高等院校线上教学可持续推进提供参考.结果显示:生态学线上教学总体效果较为理想,课程目标

及毕业要求总达成度均超过82%.但仍有部分学生对生态学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掌握情况欠佳,影响了部分课程

目标和毕业要求的达成度.线上教学对配套实践课程的落实、学生自主学习和自我控制能力、师生教学互动等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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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andStrategyofOnlineTeaching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
———WithEcologyofSouthwestUniversityasan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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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lineteachinghasbecomethemainteachingmethodfor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and
collegestodealwiththecovid-19pneumoniaepidemic.Theeffectofonlineteachinghasdrawnmuchatten-
tion.Thecourse“ecology”inSouthwestUniversityiscarriedoutonlineteachinginsteadoftraditional
teachinginthisyear.Theachievementlevelsofthecoursewereevaluatedbytheonlinelearningprocess
assessmentandfinalexaminationfor2019undergraduatesmajoringinBiologicalscience(normal).There-
sultsshowthattheoveralleffectofonlineteachingofecologywasideal,andthetotalachievementdegree
offourcourseobjectivesandthreegraduationrequirementsweremorethan82%.Butsomestudentswere
stillnotgoodatthestudyofecologicalbasicconceptsandtheoriesduetotheonlinelearning.Inorderto
getbettereffectforonlineteaching,weshouldpaymoreattentionontheimplementationofsupporting
practicalcourses,studentsautonomouslearningandself-controlability,andtheinteraction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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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事件突然爆发会对社会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如2002年的“非典”疫情[1]、

2019年年底的新冠疫情[2],均对我国乃至全球的教育教学造成了极大干扰.为有效防控新冠疫情,教育部

发布了2020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的通知,并提出了“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指导方针,以保障在抗击

疫情的同时有序开展教育教学工作.为落实教育部精神,全国高校全面开展线上教学工作.
新冠疫情既是危机,也是教育教学工作改革的契机[3].线上教学成了中国以及全世界高等院校的教学

需求,也成为高等教育教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得到了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4-6].线上教学突破了学习的

时空局限性,打破了传统的教学媒体现状,有效提升并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改变了教学信息传播的单

一性,保障了信息资源的共享性,提升了教育效益和教学效率[7-9].这些优点并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进

一步推进了线上教学.然而,与线下教学相比,线上教学出现的课堂互动不够、监督不到位、学生学习自主

性和自控能力较差等问题,可能导致教学效果得不到保障[10].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在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的当今社会,生态学

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时代的核心学科.随着人口、粮食、能源、资源和环境污染等世界性问题的日益严

重,以生态学基本理论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保护国家生

态安全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1].作为生物科学专业必修的基础课程,生态学对培养学生的生态

核心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以西南大学2019级生物科学(师范)专业生态学课程(线上教学)为例,从人才培养质量的达成

度等方面对线上教学的效果进行分析,探讨线上教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教学建议,以期为高等院校线上教

学的可持续推进提供参考.

1 生态学线上教学形式及过程

2020年1月下旬,生态学课程组开启线上教学准备工作.经过调研和课前对学生线上问卷调查结果,
课程组选择博雅学习通和QQ群2个网络平台开展线上教学.在线下教学的基础上,根据线上教学的特点,
任课教师分工合作,充分收集和整理新的教学资料和教学素材,在开学前全面更新并完善了教学课件、教

学文案、课堂任务、课后练习、课中检测、拓展阅读、慕课等相关教学资料,上传至学习通,并根据教学要

求设置各章节的学习任务点.
课前,教师在学习通和QQ群发布课程安排、具体学习任务及学习要求,以方便学生进行针对性的预

习和准备工作;课中,教师则通过班级QQ群屏幕分享进行直播教学;课后,要求学生在学习通平台提交

作业和测试答卷,教师批改后给予反馈.同时,学生可以随时通过学习通和QQ小群(班级群)及QQ大群

(年级群)开展学习讨论和教学答疑等教学活动.
生态学课程共45学时,授课内容共11章.除绪论外,整个课程内容分为了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

群落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4个教学单元.在个体生态学和群落生态学两个教学单元中,除课后作业和

单元测试外,还各安排了1次课程论文,学生需结合教师给定的生态学问题,通过查阅文献后完成.

2 生态学课程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采用过程性考核和期终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过程性考核包括对学生课堂任务、课程作业

和课程论文等完成情况进行考查.课堂任务通过学生在直播教学中的参与情况、学习通任务点完成情况等

进行考查;课程作业重点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知识的整合能力及学习态度,通过各章节课程作

业及4个单元测验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查;课程论文旨在考查学生应用生态学知识和理论对生态学研究前沿

的追踪能力以及科学思维观和反思能力.
2020年6月,随着全国疫情的好转,学生返回校园,期末考试通过线下考试完成.试卷包括名词解释、

选择题、简答题和论述题等4种题型,旨在考查学生对生物与环境、种群特征及种间关系、群落结构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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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等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理解,并考查学生应用相关知识和技能解决生态环境实

际问题的能力.考查的知识点合理地分布于课程各章节及各教学单元(图1),与教学大纲中各篇章学时分

配比例相当.

图1 生态学期末考试试卷分值分布图

由于生态学是一门直接承担着国民生态意识提高、普及生态教育等重要任务的学科,是“生态文明”时
代的核心学科[11],因此,课程思政建设一直贯穿与渗透在课程的各个环节(包括课程考核)之中.

3 生态学课程教学效果分析

3.1 学生课程成绩总体情况

2019级生物科学(师范)专业学生共计99人,其中缓考2人,有效成绩人数为97人.
对所有学生学习过程的追踪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任务、平时作业和课程论文等环节均完成

较好,课堂参与度较高,表现出较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积极性,明显提升了其学科素养、教学能力和反思

能力.统计结果表明,学生平时成绩最高98.0分,最低74.7分,平均87.3分;期末考试成绩最高97.5分,
最低42.5分,平均79.9分.期末考试及格率为97.9%(表1).

表1 《生态学》平时成绩及期末考试成绩统计表

成绩类别 人数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标准差/分
优秀率

(≥90分)/%
及格率

(≥60分)/%
平时成绩 99 98.0 74.7 87.3 5.5 38.4 100.0
期末成绩 97 97.5 42.5 79.9 9.4 16.5 97.9

图2 《生态学》课程学期考核总成绩分布图

  依据生态学课程成绩评定方法,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试成绩占70%,计算得到97名学生

课程学期总成绩:最高94.7分,最低55.7分,平

均82.1分,标准差7.1分,呈现出较好的正态分

布特征(图2).对各分段成绩进行统计,课程考核

不及格(<60分)的学生1人,及格(60~69分)

3人,中(70~79分)32人,良 好(80~89分)

47人,优(≥90分)以上14人.课程考核合格率为

99.0%,成绩优良率(≥80分)达到62.9%.
3.2 课程目标及毕业要求达成度分析

达成度评价是师范类专业基于产出导向建立

质量保障机制的关键环节[12-13].生态学线上教学实

效主要从课程目标达成度和毕业要求达成度2个

层面进行分析.

根据课程教学大纲,生态学设置了4个课程教学目标,对应于3个毕业要求.课程目标1是掌握生态学

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规律和主要理论;目标2是能够理解生态学理论及内涵,并与生物学相关学科

紧密联系;目标3是能运用生态学思维引领和促进中学生物教学;目标4是能了解生态学研究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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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解决具体问题.课程目标1和目标2支撑“学科素养”这一毕业要求,课程目标3支撑“教学能力”这一毕

业要求,课程目标4支撑“学会反思”这一毕业要求.
根据学生平时成绩和期末考核成绩,统计分析得到每位学生的课程目标达成度.从整体看,4个课程目

标的平均达成度分别为77.5%,82.4%,89.3%和86.9%,总体平均达成度为82.1%(图3).在4个课程目

标中,目标1的达成度略低,学生间差距较大,说明部分学生在对生态学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的掌握上还

存在一定的不足.从总体课程目标达成度看,80%以上学生的达成度超过80%,较好地实现了本课程的各

项课程目标.
整体而言,在3个毕业要求中,课程学科素养平均达成度为80.5%,教学能力平均达成度为86.3%,

学会反思平均达成度为92.2%,总体平均达成度为82.3%,达到了课程支撑的3个毕业要求.相比较而言,
在3个毕业要求中,学科素养达成度略低,学生间差距较大,这与课程目标1达成度偏低有较大关系;学会

反思达成度最高,学生表现出较好的达成度整齐性,说明学生能够联系生态学相关热点问题,通过查阅文

献,追踪生态学研究进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以及论文写作等能力(图4).

图3 生态学课程目标达成度 图4 生态学课程毕业要求达成度

3.3 课程思政建设效果分析

课程通过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试对学生理论素养、情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表现等方面进行了综合

评估和考核,发现学生提高了对当前资源和环境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形成了关爱人类共同家园的家国情怀

和生态文明意识,具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具备建设美丽中国的社会

责任意识和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使命担当,表明课程思政效果显著.
3.4 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生态学课程学习成绩、课程目标达成度及毕业要求达成度看,参与评价的97名学生整体表现出了较

为理想的学习状态,课程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这与实施小班教学、课程组集体备课说课、任课老师精心

组织课堂教学和学生对教学的有效配合等因素密不可分.
然而,对教学效果的分析结果表明,课程目标1达成度低于80%,这直接降低了“学科素养”这一毕业

要求的平均达成度.通过分析,这与线上教学存在的问题有一定关联,具体如下:

3.4.1 缺乏配套的实践类线上课程

生态学是一门与实践联系非常紧密的学科.在西南大学生态学课程体系中,除了理论课的设置外,还

有配套的生态学实验、生态学野外实习等实践课程.生态学理论和实验、实习课程的同步展开,可以让学生

更好地理解生态学相关理论和知识,并将其有效应用到实践中,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受疫情

的影响,很多高校理论课程均采用了不同形式的线上教学,但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实践类课程大多无法满

足学生线上学习的需求[10].西南大学2020年春季学期生态学实验、生态学野外实习等实践课程均未与理

论课同期展开,而是延到6月学生返校后进行,理论课程与实践类课程学习的不同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学生的学习效果.在疫情防控期间,怎样构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如何加强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有机融

合,是线上教学中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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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教师难以做到“因材施教”
作为西南大学生物科学专业本科核心建设课程,生态学在2019级生物科学(师范)专业首次实行小班

教学.全专业共分为4个教学班,每班学生人数22~29人,分别由4名教师任教.任课教师集体备课说课

并在教学过程中保持了良好的交流和沟通.
小班教学有利于教师对教学任务的组织和对学生学习状况的关注.在教学中,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

及课后作业完成情况及时调整教学进度.然而,在直播教学中,教师并不能像线下课堂一样及时观察学生

的学习状态,了解学生的差异,从而更有针对性地调整授课进度,或者进行差异化教学.因此部分学习基础

差的学生,对生态学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规律和主要理论的掌握相对薄弱,对比较难的知识很难坚

持听下去,最终影响了其学习效果.
3.4.3 教学互动受到一定的影响

师生之间的教学互动是一种共同探究学习的方式,也是互相影响的过程[14].远程直播教学打破了时

间、空间的限制,使学习更加灵活自由.但与线下课堂教学相比,线上教学方式对学生自学能力、自律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线下课堂中,教师可通过对学生发言的回应、深挖、追问、引导等来把握课堂节奏.但
在线上教学中,尽管教师们尝试采用各种适当的教学互动,以期有效提升并维持课堂教学氛围,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但师生在线互动状态仍相对松散,针对性和交互性仍显不足.部分学生上课偶尔参加或基本不参加教

学互动,课后与教师不沟通、不交流,使得线上教学难以达到线下教学中合作探究、评价引导的实效[15].
3.4.4 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自控能力较差

与线下教学相比,线上教学缺乏教师的直接监督和管理,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控能力对学习效果的保

证显得尤为重要[16].调查结果显示,在生态学课程中,无法达到课程目标1的学生在学习通上的任务点通

常没有完成,即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情况均不理想,反映出这部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较差.在线上教学和

线上学习过程中,必须要用到手机、平板或电脑之类的电子产品,而这些电子产品中有大量娱乐软件对学

生产生诱惑,学生若没有较好的自控能力,很难做到全程认真听课,必然影响到学习效果.

4 优化线上教学的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及学生的反馈,结合生态学线上课程教学实效,提出如下的教学建议:

4.1 充分了解学情,制定分层教学计划,因材施教

教学前,教师要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基础,包括学生的能力水平、知识水平,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和

性格特点等,全面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层式的“因材施教”.在教学设计上,结合教学

目标选择与组织教学内容,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启迪学生的思维[16].
4.2 采用小班教学,通过多样化的师生互动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与线下教学相比,线上教学由于网络等通讯设施的制约,无法实现全程视频直播,教师无法及时捕获

学生的学习状态,学生缺少上课仪式感,对上课听课集中度有一定影响.因此,采用小班教学,可以为教师

与学生提供更好的沟通和互动机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更好地加强主导性[17].在线上教学过程中,教师

可积极推行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式,通过增加互动形式多样化,如运用线上提问、线上抢答、视频连线、
字幕互动讨论、视频闯关、匿名讨论等方法,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提问的有效性、增强有效评

价和反馈、加强与学生的情感交流,对学生尤其是学习基础较差和学习被动的学生加以引导,提升学生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8].在课下,可通过与班委或自己熟悉的学生沟通,来获取在线教学效果的反馈,
反馈的信息主要包括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困惑、对于教师授课的评价等,以期全面地了解学生的情况,
并对问题进行总结,逐步改善线上教学的效果和效率.
4.3 提高教师授课质量,努力打造线上“金课”

没有学生会拒绝真正的高质量“金课”.高校教师需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在课程建设上下足功

夫.不断收集课程资源、追踪课程发展前沿、更新课程体系、拓展课程深度和广度、总结教学经验、进行教

学反思,进而建设集知识融汇、能力培养、素质提升为一体的教学资源;努力打造线上课程的“高阶性、创

新性和挑战度”,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提升课程的可视性、吸引力和趣味性,这样才能赢得学生的青睐,才

511第6期   魏虹,等:高等院校线上教学的实效分析与对策研究———以西南大学生态学为例



能保证线上教学的效果.
4.4 教学内容的组织和呈现方式多样化

教师在教学中可进一步挖掘课程特点,如结合课程应用实践案例和学科前沿成果,更合理地安排教学

任务,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线上教学,同时结合采用

翻转课堂、创客、混合式教学等多样化的教学手段[19-20],以进一步提高课程目标及毕业要求达成度.对于实

践性较强的课程,应该考虑构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从而加强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有机融合,进一步提

高教学效果和质量.

5 总结与展望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临危上阵”,但也蕴含着教育创新和教学改革的新契机.线上教学具有

环境网络化、媒介数据化、资源共享化、时空灵活化、学习自主化、策略个性化等特点,是互联网技术发展

与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相结合的必然产物.随着5G时代的来临,我国在线教育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如在线开放课程(MOOC)的建设已成为各高校教学改革的一个重点.如何保证和监控教学效果和教学质

量,如何建设和完善线上课程是摆在每所高校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以及应对有

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线上教学还需进一步打造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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