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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写的那篇《聊聊在线直播中互动那些事儿》受到了很多老师的欢迎和

转载，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所以今天接着跟大家聊一个新话题：签到。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呢？因为我发现：①太多的老师普遍爱用签到；②甚至很

多学校将签到纳入教学管理政策；③这种偏好被“延用”到了在线教学中。在最近

的直播研讨和答疑活动中，每次都有老师问如何签到。既然教师们普遍爱用，这

就值得来说道说道了。篇幅有点长，只想了解一些易上手的签到方法的教师，可

以直接看第 3 部分。 

 

1. 我们为什么喜欢签到？ 

我发现，喜欢签到是中国教育场景下的独到风景。我接触过的外教课堂还真

很少用签到，在西方教学理念里，签到不是个正儿八经的教学环节。你如果对比

过国内外的教学平台或教育软件，会发现有签到功能的都是“国产”的，没签到功

能的才是“进口”的。更有意思的是，中外教育软件厂商对“签到”功能的反应完全

不同：国产软件如果没有这个功能就显得很“简陋”；而进口软件上到公司老总下

到软件工程师、销售，则基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有这么个“真实的需求”。 



 

我们的教师为什么喜欢用签到呢？经验告诉我们它“管用”，能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心理学将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归纳为内部动机（Intrinsic）和外部动机

（Extrinsic）两大类。前者包含兴趣、好奇心、成就期望等学习者自发的学习动

机，而后者泛指所有由奖惩、分数、金钱等外部刺激唤起的学习动机。两者的最

大区别在于动机是否会因外部刺激的消失而改变。显然，签到因为配套着“分数

“这根指挥棒，属于外部动机。 



 

有的教师可能会疑惑：外部动机也是动机，能调动学生学习行为不是挺好吗？

是的，外部动机有迅速唤起的特点，所以表现出来的就是立竿见影式的效果。但

问题是，它通常是有代价的。 

1971 年，罗切斯特大学的爱德华·德西和他的同事使用实验方法，证明了外

部动机的唤起会压制内部动机的维持。他们以大学生为被试做一些有趣的智力测

验题。实验第一阶段，每个被试自己解题，不给奖励；第二阶段，被试分为两组，

实验组被试每解决一个问题就得到 1 美元的报酬；第三阶段，自由休息时间，被

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结果发现，与奖励组相比较，无奖励组休息时仍继续解题，

而奖励组虽然在有报酬时解题十分努力，但在不能获得报酬的休息时间，明显失

去对解题的兴趣。分析三个阶段被试解题的动机构成可以发现，第二阶段时实验

组的金钱奖励，作为额外增加的外部动机，使该组成员的动机构成出现了变化，

不再仅仅是对解题本身有兴趣。到第三阶段，奖励一旦失去，态度已经改变的被



试因为没有奖励就没有继续解题的理由，而控制组被试对解题的兴趣没有受到损

害，因而第三阶段仍继续保持对解题的热情。这个实验说明，附加的外部动机会

取代人们行为原有的内在动机而成为行为支持力量，行为从而由内部控制转向外

部控制，这种现象被称为“过度理由效应”（ Overjustification Effect）。 

一旦教师使用考勤（特别是与平时成绩挂钩）或相似的策略，传递给学生的

是一种潜在假设：学生并不喜欢学习，他们没有发自内心的兴趣、好奇心、成就

期望，所以作为教师，必须“鞭策”学生，让学生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重要到“不

得不做”的程度。这种做法会使教学氛围更加紧张，“误伤”到那些可能有内在动机

的学生，降低课堂的活力。 

 

我发现，身边很多公认的优秀教师不愿意用签到，比如：物理与天文学院袁

笃平教授、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童钧耕教授等等。以前我们往往将之解释为这些

老师比较“慈祥”，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通过多年从教经验，敏锐地感知到签

到是有“副作用”的，所以他们在教学实践中主动加以规避。 

 



2. 怎么遏制签到的副作用？ 

签到的副作用源于教师“拿捏”的分数，源于“过度理由效应”，因此如果我们

希望学生某种学习行为得以保持，就要尽量想办法调动他们的内部动力，不用或

少用外部刺激。 

不与分数等挂钩是最直接的办法。像教学发展中心组织的培训活动，坚持自

愿参加的原则，这样签到环节就不会产生任何的副作用；而如果培训变成强制参

加，老师或助教们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本来可以接受的活动也不愿意参加了。

有的教师会在签到前告诉学生：“跟成绩无关，只是想认识认识大家”，也是一样

的道理。 

 

对于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引入的奖惩、分数之类，教师最好也不要仅仅止步

于用，而要深入发掘其背后的教育原因。教师希望学生来上课是因为：相信课堂

学习体验能够为学生带来激发有意义学习的机会。这都可以在使用签到前向学生

加以解释。另外，一些具有趣味性的签到方式也会有淡化“过度理由效应”的作用，

比如：教师可以规定“缺勤或迟到 3 次的同学，下次课要当堂表演 3 分钟的节目”，

这相当于用教师的善意来传递归根究底是“为你好”的意味。特别提醒教师千万不

要向学生说“学校规定必须签到，我也没办法”之类的话，这只会降低教师的魅力

和权威，放大签到的副作用。 



 

3. 在线教学中签到方式有哪些？ 

尽管前面分析了签到的“危害”，建议尽量不要用，但难免总有不得已而为之

的时候。所以下面给教师们介绍一些在线教学中可以使用的签到方式： 

1) 随堂小测 

随堂测验属于学业评价，本身并不是签到活动但却具有签到的作用。使用小

测的好处显而易见：不需要占用教学时间来签到，还能检测学生学习效果、及时

把握学情，最关键的是教学评价活动具有促进学习的名义，是学习中没有争议的

“正经”环节，不会引起学生反感。在线教学中，使用学习管理系统（如 Canvas）

或者实时反馈系统（如：雨课堂、微助教、学习通等）的测验功能都可以实现，

并能够很方便地作为平时成绩加以记录存档。 

2) 直播聊天区或微信群输入数字 

这是最类似于传统举手喊“到”的一种在线签到方式，只要教师在直播软件聊

天区或微信（QQ）群里一声令下，就可以收集学生的签到情况（学生需实名）。

虽然可能教师会嫌弃它没有签到软件便捷，但这种略微原始的方式有独到的优点：

①签到的过程会被最直观地展示在师生面前，能营造“仪式感”；②学生签到记录

类似“随机”顺序，可以配合一些“幸运”规则让签到变得更富趣味。比如：教师可

以事前申明，每 10 的倍数顺位提交的同学，今天如果主动发言，平时分可以加

倍，诸如此类。 

3) 课后提交用思维导图画的听课笔记 

记笔记也是教学中具有充分“正当性”的一种学习活动，教师可以事先要求学

生用思维导图做笔记，在课后通过学习管理系统的作业功能提交。思维导图笔记



的好处是：①引导学生对知识点进行逻辑化的重新整合，在整合过程中进行吸收；

②经过提炼、整合、绘制的过程，可以加强理解和记忆；③培养学生信息整理、

速记的能力和习惯。如果不用学习管理系统，微信（QQ）群也同样可以胜任。 

 

4) 网上论坛打卡 

打卡是一种时髦而富有趣味性的创意签到形式。可以用学习管理系统中的论

坛作为打卡的方式。区别于之前介绍的直接在直播聊天或即时通讯群签到，使用

论坛可以：①以主题帖的形式更清晰地布置打卡要求；②论坛的组织方式使师生

浏览其他同学的打卡内容更有序方便；③打卡与平时成绩的挂钩自动完成。论坛

打卡的方式也可以多种多样，这里给出一些参考： 

⚫ 自我介绍：刚开课的时候可以设一个报道贴，要求学生上传一张自己的

照片，写点个人简介或者谈谈对本课程的期望，还可以转化为陌生同学

互相认识的破冰活动； 

⚫ 文字回应：让学生以文字形式跟帖回应教师出的“题目”，内容最好和课堂

学习内容相关，如果还带点娱乐性则更佳。比如：让学生每次课前说说



今天的心情，写点对今天授课内容的理解，头脑风暴某个现象的成因、

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甚至猜猜今天教师会做几次互动等； 

⚫ 快照自拍：让学生自拍符合教师指定要求的照片并跟帖上传，可以是寻

找与今天教学内容相关的物品合影（如：讲液压系统，就让学生找小区

里用到液压的装置与之合影），也可以是摆出某种造型自拍，甚至是与当

前直播屏幕的合影； 

⚫ 苦学证据：可以要求学生上传自己正在努力学习的证据（照片），如：写

着密密麻麻计算过程的作业本、阅读文献做的读书笔记等等。 

5) 抢红包 

抢红包是非常神奇的策略，因为试过你就会发现这能极大的激发学生的美好

体验，使其根本不像一个签到活动。学生接受的原因可能包括：①真金白银彰显

教师的诚意；②学生对这种网络社交熟悉亲切；③教学中目前用得还比较稀缺而

新奇。这招留在最后介绍的唯一原因是，对老师来说会发生额外的成本。其实不

用很大的金额就能达到显著的效果，让网上课堂氛围欢乐多多。 

 

细心的教师会发现，我并没有罗列或推荐任何签到软件。从我个人的角度，

我是极其反感绝大部分签到软件的，尤其是那些仅以记录考勤为目的而设计的签

到软件。总而言之，还是希望教师能够更多地从如何调动学生内在的学习积极性

出发，多依靠精妙的教学设计把学生卷入学习并让其享受到学习的乐趣。如果实

在没办法不得不用签到，最后的建议：一定要告诉你的学生，你是为了帮助他们

养成好的学习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