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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20,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primary and sec-
ondary schools have conducted emergency online teaching. This paper ana-
lyzes the online teaching of Russian majors in a western university by means 
of literature combing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lists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emergency online teaching and discusses the solutions, aiming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mode of Russian major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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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春季学期新冠疫情席卷全国，春节过后，广大学生如何开学一时

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2020 年 1 月 29 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停课不停教、不停学既是战疫情应急之举，也是“互联网+”教

育的重要成果应用展示，任务艰巨，使命光荣。”1 
中国高等教育通过实施全面的在线教学，成功应对危机、化危为机，实

现了延期开学、如期开课，打了一场漂亮的阻击战。中国各高校积极讨论突

发事件的应对措施，通过调研和培训的方式推进大规模的在线教学确保疫情

条件下教学工作正常开展，此外前期中国国内慕课建设的积极成果和信息化

技术的培训和储备也为顺利开展在线教学提供了可能。混合式教学因其整合

了传统教学与网络教学的优点，纷纷被各大高校所采用。 

 

 

1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01/t20200129_4169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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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疆大中小学校纷纷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纷纷探索在线

教学的解决方案。据统计 2，截至 2021 年 4 月初，全国在线开学的普通高校

共计 1454 所，95 万余名教师开设 94.2 万门、713.3 万门次在线课程，参加在

线课程学习的学生达 11.8 亿人次。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在线课程平台上线慕

课增长了 5000 门，慕课总数已达 2.3 万门；其他在线课程增长了 1.8 万门。 
穆肃和王雅楠(2020)将紧急情况下利用互联网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形式

称为“应急远程教学”，在中国的实践语境中则可称之为“应急上线教学”

([1]: p. 22)。焦建利、周晓清和陈泽璇将网络在线课程定义为：“将线下的教

学内容及教学过程数字化，并以学习管理系统为载体，进行基于课程内容的

线上教与学过程”([2]: p. 106)。我们根据此次疫情影响下的应急模式的教学

特点，将 2020 年春季学期以来进行的在线直播教学称之为“应急在线教学”

模式，通过这种“紧急模式下的教学模式的改革，能够保证在疫情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地给学习者提供学习条件和保障，全国各个院校利用能够利用的条

件，尤其是网络资源，让学生获取尽可能多的知识”([3]: p. 219)。 

2. 疫情时期的在线教学准备 

全国各高校都在积极探索应对疫情时期给带来的挑战，积极学习和探索

一系列线上教学解决方案，制定应急远程授课课程大纲，组织教学。以中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高校为例，从 2020 年 1 月底就已经开始开展在线教学的

准备工作，针对教师和学生进行的在线信息化技术与设备情况进行调查，了

解师生进行线上教学的可行性，同时进行教育信息化培训工作。从在线教学

平台、资源建设、教学模式、教学能力、学生监管等角度为疫情期间在线教

学提供改进建议。 
我们调研了中国知网有关“在线教学”的文献共 1447 篇核心期刊论文 3，

发文可视化分析如图 1 所示。我们发现，高校教师群体中普遍存在的信息化 
 

 
图 1. “在线教学”主题发文量总体趋势分析 

 

 

2https://news.tsinghua.edu.cn/info/1003/78348.htm。 

3数据来源：https://kns.cnki.net/KNS8/Visual/Center，检索日期 2021 年 8 月 10 日。 
文献总数：1447 篇；检索条件：(主题% = ‘在线教学’ or 题名% = ‘在线教学’ or title = xls (‘在

线教学’) or v_subject = xls (‘在线教学’)) AND ((来源标识码 = ‘P01’) OR (来源标识码 = 
‘P0209’))；检索范围：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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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能力不足、在线教学的心理准备不够([4]: p. 57)；教学平台不够完善(张
玲 2020) [5], 在线教学的课程设计经验不足,注重形式，忽略学习内容的编

排、忽视教学设计例如何结合在线教学有针对性的对教学内容进行选择、对

教学媒介选择、课程讲解思路、活动设计等问题。 
在线课程直播教学模式在满足应急在线教学的同时，仍然存在一定的问

题，包括网络授课和学习环境以及硬件支持不足、课题互动过程中交互性性

弱等特点[6]。同时，在整个在线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了解学生的具体学

习效果，对于确定下一个教学计划缺乏可靠的依据。提出一种实时交互技术

以增强整个在线课程教学平台的互动性；结合学习过程的监控方法，在整个

在线课程学习过程中展示学生的学习效果，最终构建在线课程直播教学平台。

测试结果表明，在线课程直播教学平台可以提高学生的教学效果。 
对于语言类专业课程而言，在线教学的模式并未得到广大教师的认可，

以本文调研的高校为例 4，2020 春季学期进行了直播教学调查，在 835 名参

与调查的教师中，583 人(69.82%)认为自己所教授的课程适宜采用线上教学的

形式适宜，105 人(12.57%)选择不适宜，147 人(17.60%)不确定是否适宜线上

教学模式(图 2)，有超过半数(547，占 65.5%)的老师认为自己掌握了大部分学

生的学习情况(图 3)。 
超过半数的教师(51.61%)认为学生学习状态良好，有六成以上的教师

(62.51%)希望获得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方面的指导。如何调动学生学习兴

趣、如何开展有效的师生互动、在线教学的课程设计方法也分别是教师们希

望获得的主要培训内容。参与调查的 100 名语言类课程(含大学英语通识必修

课和语言类专业课)教师之中，72 人认为自己的课程适宜线上直播教学模式，

12 人认为所教课程不适宜在线直播教学，16 选择人不确定是否适宜。 
通过针对该校俄文全体学生发布的《俄语语法》在线教学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 5，80.75%的学生认为《语法》课程在专业学习中非常重要；61.5%的学 
 

 
图 2. 教师对在线教学授课形式的评价 

 

 

4图 2 和图 3 的部分数据参考本校教务处的 2020 年春季学期调研的公开数据，在此表示感谢。 
5该问卷由本系俄语语法课程教学团队教师编制，使用问卷星平台进行发布，共收到有效问卷 187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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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教师对在线课堂学习情况的掌控情况 

 
生认为《语法》课程对其他课程学习有积极的影响；85.03%的学生表示对《语

法》课程有兴趣。结果说明《语法》课程在专业学习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

位，学生对该课程也保持着极高的重视程度与兴趣。94.66%的学生表示对《语

法》课程授课情况满意。96.8%的学生表示对《语法》课程教授过程中所使用

雨课件等教学工具表示满意，3.2%的学生针对雨课件的设计与使用提出了相

应建议，表示有时课件切屏过慢，影响课堂学习，更偏向于在课堂上有老师

直接交流。 

3. 在线教学工具的使用 

经过该地区部分高校的俄语专业教师一方面参与学校组织的教学软件与

平台的培训，另一方面自己也在积极探索各类在线会议系统软件如“钉钉”、

“腾讯会议”、腾讯课堂、雨课堂平台、CCTALK、zoom、通讯软件腾讯

QQ、微信等，以此来实现信息化技能提升。通过开学前超过半个月密集的软

件培训工作，到 2020 年 2 月 16 日，该校俄语专业的课程几乎全部采用直播

教学的方式，主要的授课形式是利用专业的教学管理软件平台学堂在线

(Xuetang.X)提供的基于微信的插件“雨课堂”，在 PowerPoint 软件中实现运

行。雨课堂授课为学生提供了最便捷的在线学习方式，只要一部智能手机和

一个微信账号就可以在线听课。 
2020 年春季学期，该校俄语专业共开设 22 门专业课程，其中 18 门为实

践类课程，授课教师共 21 人。参与学习的学生达到 350 余人。通过半个多月

的努力，俄语专业在开学时直播授课的课程比例达到 90%以上。 
然而对于语言类专业，尤其是俄语专业来说，在线直播教学的互动性弱；

缺乏可用慕课资源、SPOC 建设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教学需要；如何实现实

质等效的要求，以及慕课教学管理经验不足等问题也是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

关注的问题。 
在线教学准备阶段，存在着俄语在线教学平台资源建设数量少，课程不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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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等问题，可用的俄语慕课资源有：智慧树(http://www.zhihuishu.com)、中

国高校外语慕课联盟(http://www.moocs.unipus.cn)、爱课程 
(http://www.icourses.cn)、腾讯课堂(https://ke.qq.com)、沪江网 
(https://www.hujiang.com)等。 

在线运行课程的时候需要关注很多因素：例如学生在线学习的进度、讨

论社区的主题讨论维护、对学生的问题进行选择性回复，组织有效的在线讨

论、通过微信群 QQ 群等方式与学生进行交流，促进课堂教学的互动、及时

更新教学内容；每周都应有“形成性测试”保证课堂教学质量；针对学生的

线上教学内容需要有效组织线上直播。 
目前有很多数字化教学工具为混合式教学的利器被广泛使用，利用雨课

堂的教学平台能够连接师生的智能终端，将“课前–课上–课后”的每一个

环节都赋予全新的体验，最大限度地释放教与学的能量，推动教学改革。 

雨课堂将复杂的信息技术手段融入到 PowerPoint 软件和微信之中，在课

外预习与课堂教学间建立沟通桥梁，让课堂互动永不下线。使用雨课堂，教

师可以将带有 MOOC 视频、习题、语音的课前预习课件推送到学生手机，师

生沟通及时反馈；课堂上实时答题、弹幕互动，为传统课堂教学师生互动提

供了完美解决方案。雨课堂科学地覆盖了课前–课上–课后的每一个教学环

节，为师生提供完整立体的数据支持个性化报表、自动任务提醒，让教与学

更明了。雨课堂还不断进行更新和升级，在 2 月底 3 月初经历了巨大的网络

流量压力考验，据学堂在线雨课堂负责人介绍，2020 年 3 月使用雨课堂的师

生达到 3100 多万人，有 2600 多所高校同时使用，雨课堂在疫情期间不断扩

容，并且上线了荷塘、长江、黄河雨课堂，等服务器，2020 年 4 月 21 日开始

推出国际版，能够满足不同国家学习群体的使用需求。 

使用雨课堂授课能够保证整个教学环节的完整性，“课前–课中–课后”

三段式推进在线教学质量提升。雨课堂提供课前预习材料的推送，学生会及

时在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收到消息提醒，预习课件每页都可以插入语音，单

条语音最长 60 秒，条数不限。云空间存储教学材料，方便快捷，利于学生巩

固和复习。开启雨课堂授课之后，雨课件的材料会直接上传到云端，结束授

课以后会自动记录直播课堂的授课情况，便于学生多次回放，加深理解。学

生可以导出及打印教师的课件。雨课堂可以记录学生的学生行为、形成过程

性评价。雨课堂能够完整的记录学生停留在每一张 PPT 上的时间，自动生成

每个学生个性化的学习报告，并根据课堂表现提供优秀学生名单和预警学生

名单；评价较为公正客观；即时提供学情反馈，雨课件有插入题目的功能，

题型有选择题、投票题，填空题、主观题等类型，学生通过投稿的形式完成

课堂练习。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题目后，教师端会可以查看学生答题情况，便

于教师直接准确的掌握该知识点学生的理解程度。在课程直播的过程中产生

的流量少，程序运行不占用手机内存。制作好的雨课件都可上传至云端，学

生只要进入雨课堂的公众号就可以轻易获取上课的课件。同时，使用雨课堂

授课也便于教学管理，每门课程可以设置协同教师，协同教师可以让多位教

师一起教授或管理同一班级课程，进行答疑、讨论等活动，雨课堂还推出了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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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版的测试功能，便于教学单位组织测试、形成过程性评和全方位的最终

评价。 

4. 问题与反思 

对于俄语专业而言，在线教学的互动与线下课堂存在差距，对于语言类

的学习更有困难，雨课堂的使用虽然解决了很多技术问题，但是对于高频次

的俄语课堂互动，显得有些薄弱，学生只能通过弹幕进行文字的反馈，无法

实时与教师进行语音或视频的交互。我们通过不断的摸索，形成了自己的解

决的方案，开启“腾云驾雨”6模式，即使用腾讯会议开摄像头、进行直接对

话+雨课堂进行课前课后的课件发送、课堂展示、录制屏幕、发送练习题目以

及测试等多功能立体的教学手段和模式；为保证学习效果，帮助学生建立学

习小组，通过 QQ 群、微信群的群聊功能和文件传输的功能，督促学生进行

打卡学习，互相监督、同时进步。教师要经常在小组内进行答疑，让学生感

受到老师对他们的关注。形成激励机制，能够看到每个小组、每个人的进步，

组员分配要合理，鼓励组长提高组织能力。让学生在你的课堂上有获得感而

不是挫败感。针对在线测验和考试的环节我们也进行了探索和试验，较为客

观反映学生学习的考核方式是增加过程性评价的比例，将平时成绩由 30%提

升至 50%~60%，利用雨课堂网页版编制在线试题，在考试的时候进行双机位

监考，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 
对俄语专业来说，教学内容多，又没有太多的资源可以利用，通过网络

授课的方式保证教学质量的实质等效，是全校师生面对的巨大困难和挑战。

我们不断探索如何让学生产生内部驱动力，在没有老师监督的时候也能够主

动学习。 

4.1. 关注学生认知规律 

让教学设计能够符合网络环境下的认知规律，课堂上，要积极使用各种

方式保持学生的专注力，课后让学生能够主动、高效的学习。在线授课的模

式下，从教师系统讲授为唯一方式，到学生自主、合作的学习探究的转变，

关注学生学习过程中问题意识和创造性思维品质的培养，无论是对已往以知

识学习为中心的“目标–策略–评价”，还是以经验习得为中心的“活动–

体验–表现”，这无疑都是一个重要突破。 
充分利用分组学习模式，让教学设计能够符合网络环境下的认知规律，

课堂上，保持学生的专注力，课后让学生能够主动、高效的学习。 
以俄语语法课程为例，本课程是俄语专业学生基础阶段核心课程，每周

4 学时，网络直播教学 8 周，总计 32 学时。对于零起点学生来说，周学时只

有 4 小时，并且没有合适的远程教学资源，《俄语语法》的课程只能靠教师

直播讲授，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思维水平也有待提高。通过建设在线慕课

课程资源，学生能够在课前进行个性化的主动学习，在课堂活动中表现更为

高效和积极，在学习实践过程中更能锻炼自己的高阶思维能力。 

 

 

6“腾云驾雨”的表述是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王彩霞老师在“一路同行”教师工作坊的讲座中首

次提出，在此引用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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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做好资源建设、促进学生高效主动学习 

教学平台资源是当前影响线上教学质量的主要因素。部分平台的功能还

不够全，需要结合多平台完成一门课程教学，特别是在师生互动功能方面不

够完善，在测验、作业等设置上较为单一([5]: p. 192)。因此，做好平台建设

对于线上及混合式教学至关重要。对于俄语专业而言，首先要加快俄语语法

课程资源，加强线上及混合式教学研究，探索线上融合式教学新模式，开展

行动研究；加强教师业务培训及信息化能力培训，从三个层面提高信息化教

学能力和水平：会用基础的信息教育教学技术，完成“停课不停学”的在线

教学任务；用好信息教学技术，优化技术，利用教学组织、呈现方式来解决

师生学习和情感参与不足的问题；驾驭信息化教学技术，提高师生教学效能，

培养学生自主、高效、专注的学习习惯，培养学生规划协调的工作能力。 

教师要不断钻研教学内容，向学生提出富有挑战度、促进理解、提升高

阶思维能力的问题，追求把外在的知识内容转化为学生内在的精神力量，创

新教育教学设计，促进师生知能与精神的成长，要实现从培训干预到自然形

成再到自觉成长转变([6]: p. 54)。李妍(2020)也通过实践结果证明，“通过智

慧教学的课程模式与评价，师生互动反馈明显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显著

提升了，同时互动反馈大数据有望实现多方位评价学生能力的模式。”([7]: p. 

97)。师生互动反馈更加实时、高效、智能。网络在线平台构建了课前、课上、

课下多元互动反馈教学模式，师生共同反思课堂，并提出客观的教学评价方

法。 

4.3. 优化评价模式体系 

多元化教学评价，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在平时成绩评定中，

关注学生能力的培养，关注学生能力和品格提升。以俄语语法课程为例，考

核重点主要考查俄语语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测评学生的理

解、判断、分析、综合等能力。通过学习本课程,在讲解语法理论的同时，通

过大量的具体例句来培养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及口语表达能力。线下课堂的

练习情况很容易直观进行评价，而远程线上教学过程的检测困难，造成了学

习效果的评价与评估的复杂，这也是影响在线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根据学

生远程学习的方式和特点，我们尝试将线上远程教学实施期间考核成绩模式

进行调整，将考勤成绩设定为平时成绩的 10%，加大了过程性评价的占比，

作业占平时成绩的 30%，网上讨论等学习活动占平时成绩的 10%，在线测验

占 50%。在综合成绩中，平时成绩与期中测验成绩即过程性评价成绩占比

40%~60%，期末笔试成绩占 40%、口试占 30%。在主要考查基本概念和基本

理论的同时，兼顾测评学生的理解、判断、分析、综合等能力和思想政治表

现。最终考核成绩中降低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在评价体系中的比例，增加学生

课堂参与度的过程性评价比重。借助教学研究成果，优化评价体系，设计“小

组作业微评价量表”使学生能够产生主动学习的动力，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更有利于知识的重构，“这种评价方法量化测评混合学习效果，全面评估学

习行为”([8]: 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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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随着后疫情时代来临，我们在线教学管理过程中从忙乱无措到游刃有余，

总结出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在线教学专家咨询团队、预设出备选方案、进行

应用数据分析、培训教学督导、教师相互听课等多种途径进行在线教学的组

织和监督的管理方法。疫情期间在线教学应充分利用线上教学平台和资源，

鼓励学生利用个性化学习的手段；成立在线课程评估小组，科学建设在线课

程、建立在线教学质量保障机制，促进在线教学规范化、建立在线课程学生

考评机制，加强对学生的引导与监督，个性化评价，建立学生档案，帮助学

生建立合适的学习小组，展开合作学习。 
通过这一年以来的在线教学“练兵”，我们积累了在线教学经验，建立

了俄语语法课程的慕课资源，并探索出一套适用于西部高校俄语专业线上线

下混合的教学模式，改变了教师的教学形式、学生的学习方式、优化了人才

培养的管理模式，融合了“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促进

本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稳步提升。后疫情时代的在线教学该如何进行，俄语

专业的慕课资源的匮乏，对慕课学员缺少实时或个性化的支持，学习支持服

务谁来做？怎么做？导学、督学、助学的任务和效果如何完成等都是未来一

段时间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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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应急在线俄语专业教学模式探索 

摘要：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全中国大中小学校师生都进行了一场

应急模式在线教学实践，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及问卷调查等方式分析了西部某

高校的俄语专业在线教学情况，列举应急在线教学中的理论问题并讨论解决

方案，旨在推动我国高校俄语专业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 

关键词：应急在线教学，俄语教学，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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