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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教授雷秀雅解读“线上授课学生学习心理”

在线教学过程中，教师如何了解

学生的心理状况，是否担忧他们的学

习状态？近日，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雷

秀雅教授做客 “山水书苑”直播间，

结合学生心理和在线教学特点，与老

师们分享“线上授课学生学习心理”

及应对策略。校内外教师近 150 人参

加研讨。

雷秀雅教授结合自身教学案例，

从学习本能分析、线上学习优势与劣

势、线上学习特点与教学三部分进行

讲解。雷教授指出，教学过程中，尤

其是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过程中，

学生 “本能反应”的作用不可忽视。

学生突出的本能包括结群本能、获得

本能、自炫本能和竞技本能，教师如

果有效激活这些本能，就更容易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其学习能动性，

从而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

雷教授从教师视角出发，结合心

理学知识分析了线上教学的优势与劣

势。她说，线上教学知识获取更加便

捷，学生上课看电脑时，会认为屏幕

专属于自己，这种醒目的视觉刺激对

于学生获取知识很有帮助。教师可重

新调整授课 PPT，比如设计成柔和的

绿色来提高学生的专注度。同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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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较私密的环境中上课，学生会处

于相对放松的状态，能够主动把握自

己的学习状态。当然，教师需要更加

关注学生的兴趣点，在不能实际感受

学生动态时，要适时放慢教学节奏，

帮助学生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学生总不回答问题怎么办？”雷

教授说，线上提问时，由于不能直观

感受学生的接受度，因此抛出的问题

不能太难，要多以感受和体验为主，

让学生能够积极回答与思考。在”机

器学习”状态下，师生情感表达受阻，

长时间看着屏幕教与学，会导致师生

视觉疲劳，从而引发身心不适。雷教

授建议，教师在上课前要给自己积极

的心理暗示，如：“学生很喜欢我这

样的授课方式……”，增加自信的同

时使自己获得放松和愉悦，这种状态

也会传递给屏幕另一端的学生。

最后，雷教授从学生的能动性、

教师的“可为”和“不可为”两方面

总结线上教与学的特点，从心理学角

度帮助教师找到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的发力点，并分享有效教学方法与技

巧。

讲座结束后，雷秀雅教授与在场

教师就线上教学的难点与困惑进行探

讨，互动热烈。

本期专题讲座是教师教学发展中

心持续推出的教学能力在线充电计划

（第五期）的内容之一。如何保障在

线教学效果、打造受学生欢迎的“云

端”课堂，是所有教师共同面临的难

点问题，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将继续组

织线上教学研修，帮助教师解决教学

实践中的问题与困惑，为教师“教”

好和学生“学”好出真招、做实事。

（教发中心）

教发中心特邀三位教学名师在线研讨“线上线下教学如何衔接”

5 月 22 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邀请

我校三位教学名师以圆桌会议形式，与

校内外百名教师在线研讨“云端转到线

下，教学如何有效衔接”。这是教师教

学发展中心教学能力在线充电计划（第

六期）“名师下午茶”专题内容之一。

活动由李华晶教授主持。 信息学院陈钊老师围绕如何设计

合适的线上线下衔接方案，从线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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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衔接内涵、“点”衔接、“面”衔接

三个方面进行了分享。他说，备战返校

后的教学应从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教学

要素特点，做好必要的返校前学情调

查，制定合适的衔接方案，做好及时的

总结反馈。疫情期间在线教学好的方式

和手段可在返校后继续使用，结合所授

课程的具体教学需求，在实践中不断创

新，保证教学的有效衔接。

水土保持学院查同刚老师结合课程

调查问卷分析结果，提出常规化、多

样化衔接方式应成为线上 / 线下课程

衔接的主体。他总结凝练出线上线下

教学的“滴灌式”衔接方法，指出应

以目标为导向，在有限时间找出课程

和学生特点，通过查“缺”补“漏”，

提高有效教学时间。他说，后续衔接

中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可实现教学方

式和教学领域的有效拓展，凡有利于

课程和教师“初心”的教学手段、方法、

模式、过程等，都可借鉴。

经济管理学院李华晶老师结合自

身教学实践和感受，从线上线下教学

如何“以人为中心”协同以及协同的

起承转合两方面进行分享。她谈到，

面向未来，线上线下协同的教学情境

具有不确定性，教学理念的定位转变

为人机协同，教学内容呈现流动的液

态化的知识传递，教学方法的巧妙把

握背后更具创造性。谈到如何实现协

同，她提出四点建议，将学生的学习

问题作为起始点，教师的教学设计作

为承接点，课程的知识演进作为转折

点，教育的行动反思作为合力点。

互动环节，主讲嘉宾同与会教师

就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与困惑以及

“混合式教学模式”等热点话题进行

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教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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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有话说】关于疫情期间线上实验教学的听课感悟

随着抗击新冠疫情的持续进行，线

上教学进入了新的阶段。早期理论课

程教学较多，通过三个多月的教学实

践，在学校各级部门的领导和指导下，

在全体教师的努力下，可以说教师和

同学都积累了很多经验，线上教学质

量也相对得到了保证。但是目前新冠

疫情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实验教学

不得不提上日程。近两周来，老师们

在研讨线上教学如何在线上进行？同

时也开始了实验网络教学的尝试。这

无疑是线上教学的一种新形式，笔者

很感兴趣，也追踪面向全校的大学物

理和大学化学实验，有如下感悟：

第一，教学模式多种多样第一，教学模式多种多样

物理实验和化学实验是大学理工

科学生必备的基础知识。没有这个基

础，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将面临困难，

所以线上实验教学也是形势所迫。经

过研讨，大体上有三种模式。

1. 利用已有的虚拟实验平台进行线

上实验，目前市场已有部分大学实验

虚拟平台，但实验项目不一定都切合

我校的基础课实验。

2. 利用教师的早期教学研究成果，

使用目前已有的视频进行线上实验，

但不是所有的实验课程都有教学研究

成果。

3. 教师直接在实验室完成实验，学

生在线上观看教师的操作，相当于演

示实验。

第二，教学过程与效果各有千秋第二，教学过程与效果各有千秋

笔者多次旁听了物理和化学多次

的线上实验，发现与理论课的线上教

学有许多区别。

1. 教师工作量很大。理论课教学

可以按时完成，实验课一般都要超时，

例如使用虚拟实验平台，每位同学都

要操作，若得出正确结果，各种问题

频出，教师要一一解答，时间就大大

延长了。

2. 线上实验教学过程难于控制。

理论课的线上教学是由教师控制着教

学节奏，可以通过点名，问答，作业

等控制着学生的学习过程。实验课的

线上教学则不同，实验毕竟是每位同

学一一进行，每个人的理解与操作有

快有慢，教师不能统一步调，学习节

奏是由学生控制着的。

3. 线上实验教学学生学习效果多

样。理论课的线上教学学生通过教师

的讲解与引导，再通过答疑与作业，

可以掌握规定的教学内容。线上实验

教学则不同，例如教师线上演示实验，

关键要点老师讲的很清楚，学生当时

凭记忆也记住了，但是真正自己操作

还是错误百出。

本科教学督导  张文杰

(教发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