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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课程与线下课程的对比





在线教育不是无准备之战

A 疫情前
线下为主

B 疫情后
只能线上

• 线下课堂

• 翻转课堂

• 慕课（微课）

• 虚拟仿真实验

• 视频直播

• 录播+答疑

经 验

资 源



动员→培训→投入实战



在线教学的模式

 直播

视频直播（黑板+老师出镜讲解）

语音直播（白板+老师讲解语音）

PPT直播（PPT+老师讲解语音）

 录播

慕课（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微课（老师自己制作的课程单元或知识点视频）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免费电子书开放



管理监控

 教务平台收集教师上课信息

 教学平台检查学生到课情况

 各级领导随机在线听课

 建立每节课学生反馈机制

 教学效果调查问卷



学生学习状态



线上课程 vs.线下课程

物理环境



物理环境

空间的限制

群聚学习，创造氛围，相互感染

无空间的限制

独自面对电脑，与老师同学有距离感，

但可通过聊天互动减小距离感



线上课程 vs.线下课程

约束条件



约束条件

 时间约束
线上课程和线下课程上课时间相同，录播型线上课程时间较为自由

线下课程由于物理环境促进，小学课程40min，中学课程45min，大学课程50min

线上课程由于独自学习，非学习环境下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相对较难（微课）

 地点约束
线上课程地点一般在家里，易受环境的负面影响，听课需要一定的监督机制保障

• 家长监督：增加了家长的负担

• 教师监督：影响教师教学，无法完全监督（学生在线，但可能人不在电脑前；全家听课）

线下课程地点教室，环境的正面影响更大，但空间距离较远可能影响听课效果

 纪律约束
线上课程只要通过关闭视频和音频即可不打扰别人

线下课程必须通过自我约束和师-生、生-生之间的相互约束维持课堂秩序

山东明确，小学生每次教学活动持续时间原则上15~20分钟，中学生25~30分钟，增大休息间
隔。每日组织学生线上学习时间，小学、初中、高中分别不超过80分钟、120分钟、180分钟

与同学一起在课堂上听课，
与在家里无任何约束力下
的上课，或者在父母高压
监督下上课，截然不同

家长吐槽：

我不知道其他父母是如何在家里进行操作的，反正我是崩溃的：一会QQ，一会微信，一
会《xx作业网》，一会《xx通》，一会微云。可是播放并不是如想象中那么顺畅，在第
一天上网课的时候，早上8点上课，已经9点四十了，我们硬是还没有上线开始学习，
《xx通》因为网课 平台被挤爆了……中午之前，网络总算正常了。课后，当然是一堆作
业。孩子上这二十几分钟的网课时根本没有全明白啊！于是我摇身一变， 从“网络工程

师”变成了“辅导老师”，没明白的地方全都重新来一遍。还有各色作业需要监督、辅
导、上传照片、改错……自从开了网课，从未十一点前上床过，真是“一把辛酸泪”。



线上课程 vs.线下课程

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

 线上课程和线下课程的课程建设基本要素一样

教学大纲

教学日历

教学课件

教学视频

课程教材

辅助资源

课程实验

课程作业

考核测试



线上课程 vs.线下课程

平台支撑



平台支撑

 线下课程
平台辅助课外学习和增强课堂互动

• 平台中的学习资源

• OJ练习平台

• 交互平台可提供一对多或多对多的交流，教师随时了解学生知识点掌握情况

 线上课程
完全依赖平台，受平台功能的制约和网络流量的影响很大

直播平台：ZOOM、腾讯会议、腾讯课堂、钉钉……

功能：在线音视频交流、视频直播、屏幕共享、共享白板、聊天、管理参会者、录制回放……

网速影响：共享屏幕和音视频一起开多数情况下无法支撑，关闭视频无法查看学生学习状态（打开

视频当学生较多时，也无法同时查看所有学生学习状态），打开音频每个学生学习环境可能产生的

背景噪声都可能被放大而影响到整个课堂，关闭音频不能与学生进行言语交互，网络情况差时，老

师讲课的视频卡顿，讲话声音断断续续，甚至掉线

您的网络连接不稳定



多平台支撑

 ZOOM直播：直播、录屏

 教学立方：签到、课堂交互、布置作业、发布课程录像、教学资源

 QQ群：通知、答疑

 OJ系统：课程实验练习

 爱课程：教学资源补充

人 人 参 与 课 堂 互 动

立 即 了 解 学 习 情 况

线 上 线 下 都 可 用



线上课程 vs.线下课程

互动关系



课程互动

 电脑画面在每个学生眼前，带着学生写代码、调程序、演示错误结果

直观、效果好



课程互动

 开放共享屏幕（注释功能）增加交互渠道

我有很多小助教（注释、答疑）

小问题立即解决

学生自觉维护秩序（清除屏幕）

纠错

释疑
讲课



课程互动

 开放共享屏幕（注释功能）增加交互渠道
课堂参与度高

在学习者、答疑者、提问者等不同角色间转换

可以营造共同学习的氛围

看不见的匿名状态帮助克服羞涩心理，积极参与互动

 聊天功能的相互交流
意外情况的通知

问题的交流

相互提醒

情感交流（情感释放）

 语言的相互交流
互动（适合学习较好同学——对应线下课程中坐在前两排的同学）

 课程结束后的语音答疑，与线下答疑无差别

 老师上课的情绪也需要被调动

太过安静的课堂会让老师不安

谁都不愿唱独角戏

学生的参与告诉老师学生的学习情况

有反馈的课堂老师上课更有积极性

学生的感激和顿悟使老师更有成就感



总 结



网络条件良好

熟悉平台工具

更多的课程设计

注意隐私保护

驾轻就熟

线上课程 线下课程



传统教育

线下课程

线上课程

信息化教学

主动迎战

被动应战

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

识和技能，学校的诗

书底蕴，教室的朗朗

书声，老师的言传身

教，同学的同窗共读，

人与人之间近距离的

耳濡目染，是技术无

法替代的

突破时空限制，增强和

谐互动的学习环境，加

强学生学习主体地位，

帮助降低学习难度，启

发学生的思维，增加学

习的趣味性，激发学生

的求知欲，为教学评价

提供数据分析，便于全

面客观了解教学效果，

不断促进教育教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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