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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线问卷调查基本情况

面临严峻的疫情形势，学校于 2月 24日按正常开学时间启动了本学期线上

教学工作，截止 3月 8日，我校在线教学已经开展两周。为了深入了解在线教

学情况，进一步为疫情前后线上线下的教学融合与实施、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

能力做好准备，教务处组织开展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涵盖了校内15个教学单

位，56个本科专业学生。截止 3月 8日统计日期，累计收到教师填报的《西安

石油大学疫情防控期间本科在线教学情况的调查表》649份，有效问卷 649 份，

有效参与率 100%。本学期上课班级学生总数 12742，累计收到学生填报的《西

安石油大学疫情防控期间本科在线教学实施情况调查》表 10390份，学生参与

度 81.54 %。收到有效问卷 9675 份，学生有效参与率 93.1%。

教师：从调查表的提交情况，该数据具有真实性，使用网上教学平台的教

师基本参与到本次问卷调查，包含了我校 13个院（系）、国际教育学院（丝路

能源学院）、学生心理成长指导中心（图 1所示）。

学生：按照学生所在院（系）分别统计，具体情况如图 2所示。

（1）石油工程学院本学期上课学生 1123 人，参与问卷调查学生 817人，

学生参与度 72.8%，占本次总样本数 7.86%。

（2）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本学期上课学生 705人，参与问卷调查学生 620

人，学生参与度 87.9%，占本次总样本数 5.97%。

（3）化学化工学院本学期上课学生 1094 人，参与问卷调查学生 385人，

学生参与度 35.2%，占本次总样本数 3.71%。

（4）电子工程学院本学期上课学生 1438 人，参与问卷调查学生 143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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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与度 99.6%，占本次总样本数 13.78%。

（5）机械工程学院本学期上课学生 1537 人，参与问卷调查学生 1317 人，

学生参与度 85.7%，占本次总样本数 12.68%。

（6）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本学期上课学生 814人，参与问卷调查学生 560

人，学生参与度 68.8%，占本次总样本数 5.39%。

（7）计算机学院本学期上课学生 1594人，参与问卷调查学生 1259 人，

学生参与度 79 %，占本次总样本数12.12%。

（8）理学院本学期上课学生 482 人，参与问卷调查学生 269 人，学生参

与度 55.8%，占本次总样本数 2.59%；

（9）经济管理学院本学期上课学生人数 1968 人，参与问卷调查学生数

1949 人，学生参与度 99%。调查样本数1949 人，占本次总样本数 18.76%。

（10）人文学院本学期上课学生人数 899人，参与问卷调查学生数 1034

人（部分大四学生误填写，本次分析已删除），学生参与度 100%。调查样本数

1034 人，占本次总样本数 9.95%。

（11）外国语学院本学期上课学生人数 552人，参与问卷调查学生数 418

人，学生参与度 75.7%，占本次总样本数 4.02%。

（12）体育系本学期上课学生人数 88人，参与问卷调查学生数73人，学

生参与度 83%，占本次总样本数0.7%。

（13）音乐系本学期上课学生人数 270人，参与问卷调查学生数 241人，

学生参与度 89.3%，占本次总样本数 2.32%。

（14）国际教育学院（丝路能源学院）本学期上课学生人数 178人，参与

问卷调查学生数 16人，学生参与度 8.9%，占本次总样本数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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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院（系）教师调查样本数

图 2.院（系）学生样本数采集所占比例

2．问卷分析内容

本报告主要针对以下 5个方面展开描述性分析：从在线教学总体课程体验、

教学组织、教学方式、学生对教学平台及工具的使用、教师在线辅导与反馈进

行了客观性评价，为达到高质量的线上学习提供相应的工作改进预案，解决学

生困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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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问卷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3.1 线上教学的准备和实施

（1）任课教师选用平台情况。使用超星学习通、腾讯课堂、中国大学MOOC

平台老师最多，多选比例分别为 58.81%、46.65%、23.56%。（注：多选题选

项百分比＝该选项被选择次数÷有效答卷份数）。

图 3.平台选择情况柱状图

（2）正式返校后，任课教师是否需要重新讲授网络任课中上过的章节。

50.23%的教师认为不需要在重复讲授，47.27%的教师认为利用几节课集中答

疑即可（图 4所示）。通过本次问卷调查，结合实际情况，正式开学后对提出要

求的任课老师可做任课、答疑等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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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网络任课情况

（3）返校复课后，任课教师是否愿意继续使用线上教学方式？

数据显示，45.23%的教师会选择继续使用线上教学方式，24.96%的教师

不会选择平台任课（图5所示）。（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打造更多线上金课）

图 5.线上教学方式意愿分析

3.2 线上教学效果评估

（1）教学目标能否顺利完成？

数据显示，68.8%的教师认为在线教学可以完成教学目标，10.14%的教师

持否定态度（图 6）所示。

图 6.教学目前完成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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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效果的评估。

根据表 1显示：任课教师基本通过在线测试、在线讨论、作业反馈三种形

式均能掌握学生对知识点掌握情况。

表 1 教学效果评估

选项 样本数 比例

通过在线测试，实时了解学生对知识点掌握情 168 26.21%

通过在线讨论，了解学生出现的问题 224 34.95%

通过作业反馈，了解学生对整堂课程掌握情况 232 36.19%

其他方式 17 2.65%

（3）线上教学与传统课堂讲授效果对比情况。

数据显示（表 2），仅有 12.95%的任课教师认为在线教学好于传统教学模

式，而 63.81%的教师持相反态度。可见，绝大部分的教师认为在线教学模式

仍存在不足，难以达到面授效果，仅仅为解决现状问题。

表 2 授课效果对比

选项 样本数 比例

比传统课堂讲授效果好的多 13 2.03%

比传统课堂讲授效果略好 70 10.92%

差不多 149 23.24%

比传统课堂教授还是有所差距 376 58.66%

比传统课堂讲授差的多 33 5.15%

3.3 线上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教师认为网上授课过程中应注意哪几点？



第 9页

根据表 3所示：任课教师认为，网上学生互动、课后作业安排、课程难度、

网上学习时间等是保证任课质量的基本要素，尽可能保证所有学生参与进来，

同时做好考勤。

表 3 线上授课的关注点

选项 样本数小计 综合比例

注意教学时间，保证学习时长 184 28.71%

注意课业量，给学上安排适量的作业，检验学习效果 338 52.73%

注意课程难度，根据网上学习特点适当调整课业难度 297 46.33%

注意与学生互动，及时沟通答疑解惑 505 78.78%

其他 34 5.3%

（2）在线教学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根据表 4所示：任课教师认为学生容易分心、网速慢，卡顿、延迟等现象

是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主要原因，同时存在学生视频学习时长无法把控，学生

在线学习的意愿及效果呈现两极化趋势，导致学习效果偏差，各别教师认为实

验操作部分无法完成，也是目前的一个困难现状.

表 4 线上教学面临的困难

选项 样本数小计 综合比例

网速慢，卡顿、延迟等现象明显 387 60.37%

对在线教学的方法难以掌握 83 12.95%

资料准备不方便 108 16.85%

学生容易分心 499 77.85%

其他 93 14.51%



第 10页

4．学生问卷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由于各院（系）调查样本数量不相同，所以本报告在分析不同类型高校在

线开放课程的主要来源时，按照每一类课程来源的样本数量占每种类型高校总

调查样本数量的百分比，进行不同类型高校之间的对比分析。

4.1 学生在线学习准备情况

（1）疫情期间需延迟返校，学生对实施在线教学的态度?根据问卷结果（图

7），显示 80.17%的学生渴望先通过在线平台学习，在教师的指导学习新学期

课程，等疫情过后回学校继续学习。9.85%的学生认为在家自行学习即可，该

部分包含了没有有效网络的家庭，导致无法正常在线学习。

图 7. 在线学习的态度

（2）学生是否真正参与了本学期的在线教学的课程学习？数据显示（图 8）

93.12%的学生参加了本次在线教学，6.88%的学生未参加。结合在线教学开始

前的学生学习条件排查统计，该部分学生主要为家中没有网络、网络信号弱、

个人手机信号为 2G、家中无电脑及平板设备等原因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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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在线学习参与比例

（3）学生通过哪种电子设备参与在线教学的？（注：多选题选项百分比＝

该选项被选择次数÷有效答卷份数；）数据显示（图 9）学生在线学习的主要利

用手机、平板设备，少数学生利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说明学生喜欢运用

便携式的设备在线学习，操作灵活、简单，在任何场所、时间均可获取教学信

息。

图 9. 在线学习电子设备选择情况

（4）学生通过什么网络参与在线学习的？（注：多选题选项百分比＝该选

项被选择次数÷有效答卷份数；）数据显示（图 10）学生主要利用无线宽带、

手机流量支持本次在线学习。从调查问卷来看，互联网普及率显著提升，已经

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学习者接受在线学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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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网络选择情况

（5）学生在线学习平台统计（图11）。数据显示，这与任课教师利用平台

有直接关系。学生跟随任课老师主要集中在学习通、腾讯课堂、雨课堂、慕课

堂等平台进行学习。

图 11. 平台选择情况

4.2 学生在线学习满意度

（1）对于任课教师提供学习资源满意度（图 12）。92.62%的学生认为老

师选用的教学资源能够满足在线学习的需要，老师的在线任课也能做到重点难

点突出。反映出我校大部分教师在前期在线教学做了充分准备，保证了学生的

线上学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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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学习资源满意度

（2）任课教师熟练运用在线教学平台组织教学情况（图 13）。86.11%的

学生认为任课教师可以灵活熟练的组织平台教学。教师在开课前均积极参加的

平台培训，为灵活操作平台提供了基础。

图 13. 教师在线教学平台组织教学情况

（3）任课教师上课前与班级学生的交流互动、明确课程学习要求、教学进

度安排等情况（图 14）。89.98%的学生认为老师在线教学的任课环节、课程安

排合理，同时课堂上的师生互动较为有效，老师布置的课后学习任务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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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教师上课安排教学情况

（4）任课教师教学互动满意度（图 15）。88.42%学生非常满意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的互动，侧面反映出学生能够与任课老师课程思路同步，营造了良好

的课堂氛围。

图 15. 教师教学互动满意度

4.3 学生在线学习效果评价

（1）在线教学效果的总体评价（图 16）。76.33%的学生满意在线课程的

教学，说明任课教师在线教学前期准备工作充分，教学效果总体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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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在线教学效果的总体评价

1 评价为优秀和良好（选项平均综合得分＝（Σ 频数×权值）/本题填

写人次），具体表现在（图 17）。 教师在课程上做了精心准备，让学生在

线学习受益匪浅，同时学生利用平台优势反复听、反复练习的，提高了学

习效果，吃透书本知识，并激发方向性学习兴趣，结合老师推荐的学习资

源，提高学科自学能力。

图 17. 在线教学效果的总体评价具体表现

②一般或较差，具体表现在（图 18）。 在线教学和学习耗时长，一直面对

屏幕，视觉疲劳；手头缺乏合适的教材；网络平台服务器受限，教学内容因卡

顿有遗漏；自学能力要求高，无法集中精力学习；师生交流互动不便；推荐的

学习资源对流量要求高，学习设备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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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在线教学效果的总体评价具体表现

（2）对于在线教学，学生更喜欢哪种形式？在对线上各种教学方式的统计

中（图 19），混合式（直播式，录播式，答疑辅导）教学和直播式以 44.04%

和 26.02%的占比获得了大部分学生的青睐，录播式（以观看教学视频为主）

得到了 21.28%的支持，只有 8.66%的学生选择了辅导式。此调查结果说明，

线上教学需要老师们选择稳定的平台，争取采取直播和习题辅导等结合的方式，

保证学生的学习效果。

图 19. 在线教学形式

（3）在线课程教学每节课大概多长时间？数据显示（图 20），48.76%的

学生认为每节课时长控制在 1小时以内，29.3%的学生认为不得超过 1个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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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课教师应控制合理的时长，让学生高质量的学习。

图 20. 在线学习时间

（5）学生认为任课教师是否胜任线上教学？数据显示（图 21），90.37%

的学生选择了任课老师可以胜任教学，说明教师的投入得到了学生的充分认可。

图 21. 教师在线教学胜任情况

（6）正式返校后，学生是否愿意参加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数据显示（图

22），58.97%的学生选择回校后愿意参加“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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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意愿

5．小结

本次问卷调查基本能够反映在线开课两周来，线上课堂教学的进展状况，

为进一步全面掌握本科在线教学的总体情况提供了详实的数据。

总体而言，通过本次问卷调查，大部分教师都表示开展本次线上教学对其

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提高有很大帮助。教师对线上教学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在开

展线上教学之后都能积极学习网络信息技术、丰富个人教学经验、提升教学能

力。

学生对线上学习也表现出比较积极的态度，同时展现出比较积极的学习状

态。学生们愿意主动参加在线学习，积极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表现出比较

好的课堂参与度、互动度，对教师线上教学的过程和结果都比较满意。

6．目前存在问题

通本次调查问卷结果分析，线上教学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线课堂稳定性难

以充分保障，尤其在使用高峰期会出现教学平台短时间连不上、视频卡顿；与

传统的课堂教学相比，在线授课达不到近距离的互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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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议及改进措施

（1）做好在线教育的准备。

教师和学生需要做好以下准备：①快速学习在线教育相关的理论和技术，

掌握开展在线教育的知识和技能，尽快克服技术恐慌和本领恐慌；②尽快适应

角色转化，教师从传统教师转换为网络主播，学生从课堂学习转换为在线学习；

③师生充分利用现有条件，营造舒适、便捷的的居家办公学习环境；④教师针

对在线教育特点，重新设计课程内容，充分挖掘在线教育的技术优势；

（2）善用直播教学经验和技巧。

①教师经常与学生交流，提高每个学生的参与感；②表情动作丰富，给予

学生更多的感官刺激，让学生体验到教师的积极与热情；③关注屏幕上学生的

发言，及时热情地回答；⑤④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鼓励学生创新。

（3）增强在线教学的交互性。

充分利用在线教学的特点，增强在线教学互动性策略：①增强交互设计意

识，根据需要采用文字、语音、视频多种交互方式；②创新设计互动话题，设

置提问、抢答环节，引发学生热烈讨论；③及时点评学生的观点，鼓励学生分

享观点，引导学生形成乐于交流讨论的氛围；④充分利用视频交互，拉近师生

交流距离，适当增加学生的虚拟情感依赖感；⑤通过设置开放性、有难度的问

题或任务，增强在线交互的频率与强度；⑥调动学生的情绪，增加任务的趣味

性；⑦增加学生展示自己的机会，多展示学生作品，让学生感觉到受到关注；

⑧缩短交互的响应时间，提升交互等待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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