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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普通话在线课程学习现状调查分析 ①

———以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周啸，黄霞春，王鹏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４）

摘　要：为更好地深化高等学校普通话课程教育教学改革，对湖南理工职业职业技术学院普通话在线课程学习现状
进行问卷调查与分析。结果显示，学生对在线学习这种新型教学模式的认可度和期待较高，学校应为教学提供一个操作

简便、易用通用的在线课程教学系统，利用网络平台实现“时时、处处、人人”共享型信息化学习课堂，以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为目标建设在线课程资源，达到拓展学生知识面、提升语言听说和运用能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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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国家信息化教学改革是“互联网＋”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普通话

课程的目的是培养与提高学生职业综合能力（普通话口语能力），提高学生职业语言素养，提升学生职

业能力，拓宽就业渠道。为了更好地深化高等学校普通话课程教育教学改革，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

就业，本文以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以下通称湖南理工职院）为例，对高职院校学生普通话课程在线

学习现状进行问卷调查，以期为深化课程实现信息化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参考［１］。

２　研究对象与过程
近几年来，湖南理工职院结合教学实际情况，结合学生实际需要，运用“互联网 ＋”的现代信息教育

技术模式，进行了课程教学实践和探索。为了全面了解高职院校学生对普通话课程在线学习过程的了

解程度、在学习过程中的需求，找出符合大学生人文素质发展和实践运用的普通话课程在线教学模式，

笔者进行了“普通话在线课程学习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１６８份，回收有效问卷 １６８份，回收率为
１００％。调查对象为１６８名在校学生，男生５９人，占３５．１２％，女生１０９人，占６４．８８％；大一学生４０人，
占２３．８１％，大二学生１０２人，占６０．７１％，大三学生２６人，占１５．４８％。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大学生对普通话在线课程的认识和接受程度

普通话在线课程改变了以往传统的课程教学方式，具有高效、实时互动、即时反馈、互评互促的特

点，它能为学习者提供更便捷、更全面的学习体验。

通过表１的问卷调查可知，学生对普通话在线课程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还是十分乐于接受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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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８０％的学生喜欢这种改革后的教学模式。
通过表２的问卷调查可知，学生认为普通话在线课程与传统教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利用网络在线课

程可以在学习资源的获取、学习内容的选取、与教师同学的交流互动等方面有更多自主选择权，也更为

快捷和便利。

表１　你对普通话在线课程的兴趣

答案选项 人数 百分比／％

非常感兴趣 ４５ ２６．７８

较为感兴趣 ８８ ５２．３８

一般 ３４ ２０．２４

不感兴趣 １ ０．６０

表２　与传统教学相比，你认为能够促使你参与到网络学习中的原因

答案选项 人数 百分比／％

网络学习平台功能多且有趣 １００ ５９．５２

网络学习资源丰富 １２１ ７２．０２

学习活动设计新颖有趣、联系实际 ９０ ５３．５７

与教师、同学能够及时沟通、充分交流 ８３ ４９．４０

对网络学习形式的支持 ５０ ２９．７６

　　通过表３的问卷调查可知，学生自主学习后希望
能够得到教师及时给予解惑答疑的帮助，希望教师答

疑与自主学习能够完美结合。因此，８３３３％的学生选
择课堂讲授和网络学习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表３　你比较喜欢哪种教学环境

答案选项 人数 百分比／％

课堂讲授 ２０ １１．９１

课堂讲授和网络学习相结合 １４０ ８３．３３

网络课程 ８ ４．７６

３．２　学生对普通话在线课程学习资源的需求
　　“互联网 ＋”的教育信息化是网络时代教育变革
的显著特征，信息化时代在线学习资源的质量是大学

生自主学习效果如何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

通过表４的问卷调查可知，学生们在网络课程学
习的过程中最希望获得的资源有课程标准、在线作

业、在线测试、案例分析、练习题库、学习过程的技术

支持六大类。

通过表５的问卷调查可知，学生们在线课程学习
体验过程中，最希望通过小组间、生生之间对学习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交流讨论来提高学习效果；当然

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在线答疑及课程内容讲授音视频

资源也是学生获取知识、提高能力必不可少的资源。

表４　你认为网络课程中应该包含的栏目

答案选项 人数 百分比／％

课程大纲 １００ ５９．５２

课程简介 ６４ ３８．１０

在线作业 １１１ ６６．０７

论坛 ８２ ４８．８１

在线测试 １１０ ６８．４８

案例分析 １０２ ６０．７１

技术支持（含帮助文档、相关软件） ９０ ５３．５７

题库 １０７ ６３．６９

素材库 ９７ ５７．７４

在线调查 ７２ ４２．８６

其它 ３０ １７．８６

　　通过表６的问卷调查可知，学生在线学习时最希望获得的教学资源是教师提供的关于课程讲授内
容的音视频资料。教师将教学过程中的重点、难点等知识点用音视频的形式录制下来上传至网络平台，

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自主学习，可按需选取学习内容，既可以查漏补缺又可以巩固强化学习的知识。

表５　你比较喜欢教师安排的哪种网络课堂活动

答案选项 人数 百分比／％

小组讨论 １０６ ６３．１０

布置学习任务 ５３ ３１．５５

教师在线答疑 ８３ ４９．４０

课程内容讲授 ７８ ４６．４３

其它 １８ １０．７１

表６　在学习过程中，比较喜欢哪一类的资源

答案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文本资料 ７０ ４１．６７

教师的视频录像 ７０ ４１．６７

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视音频资料 １１６ ６９．０５

图表等 ３０ １７．８６

３．３　在线课程学习交流互动
普通话课程传统教学过程，由于大多是大班上课，教学时数少，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非常有限，对学

生的指导往往也只能是一带而过。通过网络在线学习平台，学生可以将自己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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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题在平台中与同学、教师，甚至校外的教师、同学一起探讨、交流，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还可

以为教师的教学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和意见，提高教学效率和学习效果［２］。

通过表７的问卷调查可知，９１．０７％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经常采用如 ｑｑ、在线答疑等即时交流工具
与教师交流沟通。

表７　学习过程中，你较习惯采用什么方式与教师或其他同学交流

答案选项 人数 百分比／％

通过ＱＱ、ＭＳＮ、在线答疑等及时交流工具 １５３ ９１．０７

通过ＢＢＳ、校友网等网站 １４ ８．３３

通过Ｅ－ｍａｉｌ、Ｂｌｏｇ等异步的交流工具 １９ １１．３１

只是观望、很少参加交流 １４ ８．３３

基本不进行交流 ３ １．７９

通过表８的问卷调查可知，在线学习过程中，学生希望教师也能即时参与学生之间的讨论，并能及
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和困难；希望能够通过在线平台实现传统教学过程中无法达到的学习过程的即时

答疑解惑。

通过表９的问卷调查可知，学生选择普通话课程在线学习这种教学模式，通过信息化现代技术的运
用能够锻炼自己自主学习、探究学习的能力；并且希望平台能够让自己获得更多的知识，拓展自己的知

识面，提升语言听说和运用能力。

表８　在网络学习过程中，你比较需要教师做什么

答案选项 人数 百分比／％

及时解决我提出的问题 １０７ ６３．６９

及时反馈作业情况 ６９ ４１．０７

参与我们的讨论，引导我们进行积极思考 １１３ ６７．２６

监督我们 ３２ １９．０５

表９　通过该课程的网络学习，你希望收获什么

答案选项 人数 百分比／％

课程相关知识 ９６ ５７．１４

更多的课程拓展知识 ９９ ５８．９３

锻炼自身的探究学习能力 １１０ ６５．４８

提升自己小组合作学习交流的能力 ７２ ４２．８６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普通话课程在线课程教学模式是“互联网 ＋”课堂高度融合的信息化教学
模式尝试与改革，将理论传授与实践训练深度融合适应新常态的新型教学方法和手段，让学生有效利用

信息平台和资源，实现发现学习、问题解决学习，这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４．２　建议
为配合教学团队的课程资源开发、学生在线自学自测的需要，学校应为教学提供一个操作简便、易

用通用的在线课程教学系统，利用网络平台实现“时时、处处、人人”共享型信息化学习课堂。以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为目标建设在线课程资源。在线课程资源建设过程中应以学习者为中心，依据单元知

识碎片化、课程设计情境化、教学资料集成化的原则开发建设在线学习资源库。形成正向激励为主的评

价体系，在线课程教学应改变传统教学一考定成绩的现状，注重学生整个学习过程、综合性评价［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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