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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课不停学” 是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最常听到的一个词，为了保证疫情期间的教育进

度，在线教学既是权宜之计，也是重要举措，更是

变革趋势。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提出加快在线

教学从“新鲜感” 向“新常态” 的转变，也提出以

“学习革命”来推动高等教育的“质量革命”，即高

校在线教学应更加关注学生深度学习和全面发

展。 在线教学实践和已有研究成果都表明，对在

线学习活动进行精心和有效的设计，是促进学生

“思维转起来”、真正“动起来”的重要手段，可以

很好地促进学生深度学习，保证在线教学的质量。
笔者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并结合已有研究成

果梳理出在线学习活动的类别，大致可分为理解

创建类活动、交互分享类活动和评价反思类活动。
在此基础上，通过问卷与访谈进一步获取学生对

在线学习活动的感知质量，以便老师们更好地把

握在线学习活动的设计要点。

　 　 一、理解创建类活动及设计要点

理解创建类活动主要是指学习者对教师提供

的学习指导、教学视频及资料的学习活动以及相

关实践活动。 具体而言，学习指导包含课程导学

和营造基调或氛围的活动。 其中，课程导学主要

告知学习目标、学习的重难点、考核方式等，并给

出学习方法；营造基调或氛围的典型活动有自我

介绍、调查问卷等。 教学视频及资料包含直播视

频、录播视频、ＭＯＯＣ 视频及相关的数字讲义、课

件等资料。 实践活动则包括学习者参与的案例分

析，角色扮演，问题解决（设计一个小程序、撰写

一篇小论文、完成一个小项目、方案设计等）和实

验等一系列需要用实际行动完成的学习活动。
理解创建类活动的设计要点：课程导学要目

标明确，学习的重点和难点突出，提供恰当有效的

学习方法。 用于营造基调或氛围的调查问卷除了

调查学生的基本信息外，应多关注学生对课程预

备知识的掌握情况。 录播视频和 ＭＯＯＣ 视频的

清晰度要高，字幕要点得当，播放流畅，声音清晰，
语言表达流畅等。 实践活动的难度和数量要适

中，反馈要及时，具备一定的挑战性和启发性。

　 　 二、交互分享类活动及设计要点

交互分享类活动主要包括师生交互、生生交

互、学生与资源交互及分享资源与观点等活动。
具体而言，师生交互包含学习情况反馈、在线讨论

和在线答疑等典型活动。 生生交互包含在线讨

论、互助答疑、辩论、小组协作及视频会议等典型

活动。 学生与资源的交互特指教育游戏和虚拟实

验等课程中学生与资源的多重交互活动。 分享资

源与观点包含分享文件、分享观点和作品成果展

示等典型活动。
交互分享类活动的设计要点：在线讨论的主

题与课程内容相关，体现课程资源优势，能够引起

讨论的兴趣和积极性，讨论有序，网络流畅，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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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恰当。 教师在线答疑应做到回应迅速、解答

有效、帮助详细。 学生互助答疑时，教师应给予引

导，对最佳答案的筛选及时，奖励机制有效。 教师

分享的资源内容要实用，富有趣味，导航清晰。 教

师对学生分享的优质资源有合理的奖励机制，导
航及时更新，质量有所监控和保证。

　 　 三、评价反思类活动及设计要点

评价反思类活动主要包括评价和总结反思等

活动。 具体而言，评价活动包含测验、个人自评、
学生互评、教师点评、投票评选等典型活动。 总结

反思活动包含笔记和撰写学习反思等典型活动。
评价反思类活动的设计要点：测验的难度和

数量应该适中，反馈要及时。 个人自评要有一定

的客观性和较强的反思性，得到启发，促进深度思

考。 学生互评的评价方式和方法明确，反思和批

评性强，评价标准清晰。 如针对作业的互评活动，
作业应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需要学生通过思考、查
找资料创作的作业，为了避免学生扎堆评论，要求

学生找没人评论过的作业或不足三位同学评论的

作业，互评作业数量要适中，学生先互评，然后教

师点评。 教师点评的覆盖面要广，启发性要强，学
生获得点评的机会要均等。 投票评选活动的投票

机制要合理，评价目标要明确，评价标准要清晰。

撰写学习反思应是非强制性的，反思效果要明显，
能够经常被浏览且反馈丰富。

上述在线学习活动可以看做诸多要素构成的

活动系统。 大家熟知的活动理论的核心是活动系

统，包含主体、客体、共同体、分工、工具和规则六

大要素。 活动理论的六要素在在线学习情境下就

转换为在线学习活动六要素，即学习者、资源、在
线学习共同体、学习工具、角色分工和活动规则。
在线学习活动设计应关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学

习工具为在线学习活动任务的完成提供保障，使
交互分享类活动、理解创建类活动、评价反思类活

动得到技术上的支持。 在线学习活动的每个参与

者都是资源的生产者、传递者和利用者。 不同的

角色分工在资源的生产、传递和利用层面具有不

同程度的作用。 在线学习共同体的价值规范、行
为准则以及在线学习活动的规则都影响着在线学

习活动中参与者的言行规范和评价方式。 交互分

享类活动、理解创建类活动、评价反思类活动在一

门课程的完整学习周期内并不是既定顺序、一成

不变的，而是处于动态循环和持续更新的，不断为

学生提供学习动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

生深度学习，保证在线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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