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线教学老师做“主播”，学生做什么？ 

教学发展中心 梁竹梅 

“停课不停教”在线教学全面启动后，经过三周多紧锣密鼓的部

署、培训和学习，一线教师基本完成了开课前的试讲，走进了电脑屏

幕上的小方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主播”。在此期间，我们收集到

的老师们的反馈大多集中在教育技术手段的运用上，即如何把以往的

线下课堂教学在线实现，比如，如何在直播中与学生互动，如何在教

学平台上布置作业，如何实现在线答疑等等······种种迹象表明，

目前老师们做的各种努力大多是在确保知识的顺畅传递上，于是我们

有个问题：在线教学中老师做“主播”，学生做什么？从学习者的角

度来说，知识被有效学习更应该是老师们需要考虑的终极目标。下面

我们就来谈一谈在线教学中如何通过引导学生的自主学习达到有效

学习的目的。 

 

1. 为什么在线教学要格外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 

对于 MOOC 教学或是在线的直播教学，有别于线下课堂教学的一

个重要方面是，为了确保在有限时间内信息的有效传递，知识内容进

行了“碎片化”的处理，或者说教师对原有的教学内容按照学习目标

及知识点进行了重新切割，尤其是在线直播过程中，考虑到组织教学

互动所需要的时间较线下课堂教学达到同等效果所需要的时间明显

增加，教师不得不重新规划在线直播时所能够覆盖的学习目标和教学

内容，以上操作都势必会影响到学习目标的完整达成以及教学内容的



系统性，那么，如何来弥补这一短板？一个解法是：教师在进行在线

教学设计的时候，注意从学习目标出发，匹配适当的学习资料、合理

的教学活动和评估策略，通过引导学生的自主学习来实现。 

 

根据学习目标的高、低阶来设计学生自主学习内容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蒋丹 

 

2. 在线教学的哪些环节需要加强学生的自主学习？ 

我们把教学活动按照时间发生的先后划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

对于课中的教学活动，由于不能即时观察到学生对某一知识点的掌握

程度，可能会导致老师在直播教学时语速不自觉地加快或知识点间的

停顿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若要保证学生能够跟上老师上课的节奏，

学生在课前的充分预习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对于一些在线研讨教学，

学生在课前的积极准备也尤为重要。学生带着疑问、带着思考进入到

在线研讨中来，更有助于顺畅地开展在线教学活动。至于课后环节的

任务布置，则不单单是检验课前、课中的学习成果，设计得当的话，

可以在这个环节期待学生发生延伸或更深入的学习。因此，无论是在

线直播还是在线研讨教学，课前和课后是老师们需要引导学生加强自

主学习的主要环节。 



 

要求学生课前学习提出问题，课后学习拓展反思 

——设计学院  于冰沁 

 

3. 如何引导学生实现有效的自主学习？ 

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一直是老师们特别看重的方面，有的老师布置

拓展阅读资料，有的老师让学生自学某章节的教材，有的老师让学生

看网上的 MOOC 视频······但我们也收到过老师们诸多无奈的反馈：

学生不看啊，我也没办法；学生没有预习，上课跟不上；布置了任务，

学生提交的作业质量不达标，等等。究其原因，可能是老师们在进行

自主学习设计时步入了以下一些误区，导致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受到了

挫伤： 

（1）布置学习内容，没有学习指引，学生在大量的学习资料中没有

方向。 

（2）自主学习的体量过大，没有考虑学生的时间分配，学生难以达

成。 



（3）自主学习要达成的目标定的过高，没有足够的支撑，学生难以

达成。 

（4）自主学习内容不考核或降低考核标准。 

（5）自主学习内容与教师上课的教学内容过于分裂，没有衔接。 

其实，对于不同的课程以及自主学习能力参差不齐的学生，自主

学习的设计与对学生的要求也应该有所不同，既要因材施教也要循序

渐进。往往在教学前期，教师“他主”学习的成分可以更多，老师可

以考虑在布置学习资料的同时加强对学生学习更细致、更强有力的引

导，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生的成长，逐渐实现从“他主”到“自主”

的过渡，其学习才会更有效。以下按课前、课后两个环节列出了一些

可供选择的引导策略。 

 

课前：为学生设置课前学习资料并结合以下条目（可选择）： 

（1）学习说明，包括需要达成的目标、需要完成的练习等。 

（2）设计引导阅读或观看微课视频的问题，并要求学生通过自主学

习解决问题。 

（3）布置能够引发学生深度思考的问题，要求学生将个人的思考形

成文字信息，并在在线直播教学或在线讨论中应用此信息。 

（4）要求学生根据学习资料提交疑问，老师在在线教学过程中针对

典型问题着重讲授或讨论。 

（5）设置小测并提供答案，小测分数作为最终考核的组成部分，且

说明希望学生达到的水平。 



课后：布置详尽的课后任务并结合以下条目（可选择）： 

（1）提供任务标准清单,列出关键部分如对内容、结构和格式方面的

具体要求，并鼓励学生参照清单完成自我检查。 

（2）提供及时的反馈，并允许学生改进后评分，以增强学生自主学

习的动力。 

（3）设计阶段性任务提交方式，将大目标分解成小目标，以提高学

生的自我效能感。 

（4）提供量规，设计同伴互评，让学生在互评中达到深入学习的目

的。 

（5）请学生通过思维导图、概念图等完成知识模块的梳理，有利于

“碎片化”教学内容的有机整合，通过互评或教师评价给予反馈。 

 

 

布置论文任务并提供写作指南（北大朱天彪老师拟定）  

——国际与公共事物学院  黄琪轩 

最后要说的是，老师们要合理利用“直播间”外的空间，结合课

程特点、学生特点策划自主学习活动，把控学生的学习情况，关注学

生的学习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学生的有效学习，才能“保证在

线学习与线下课堂教学质量实质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