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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湖南省属高校教育硕士培养单位为调查对象，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效果和改进要求等维度调查新
冠疫情期间教育硕士线上教学情况，分析发现：线上教学内容、方式与传统课堂差别不明显，存在师生关系相对疏远、缺

少学习氛围等典型问题。建议教育硕士线上教学要围绕学科教学知识积累要求精选教学内容，综合运用案例教学、讨论

等多种教学方式，与线下教学有机融合体现高层次教师培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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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期间，线上教学是居家学习的重要
方式，在线教育一度成为热点话题。近年来元宇

宙、ＣｈａｔＧＰＴ等人工智能技术横空出世，在观念和
实践层面都对传统课堂教学形态产生极大冲击。

反思教育硕士线上教学经验，对推动人工智能助

力教育发展、加快教育技术融入研究生培养过程

具有重要意义。教育硕士培养过程中的信息技术

运用与教学方式变革，与教育拥抱新技术的舆论

氛围有着鲜明反差，一方面是大力倡导教育信息

化作为中小学教育变革的内生动力，要求到２０２２
年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

龄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一方面是培

养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硕士在线教学研究与实践严

重滞后。教育硕士线上教学是推动高等教育信息

化的重要维度，分析其实施方式、效果及对教师实

践能力发展的价值是提高中小学教师培养质量的

关键内容。

１　已有研究回顾
在线学习、线上（在线）教学是信息技术环境

下基于传统教和学衍生的新型教育方式，如何利

用信息技术拓展传统教学空间、提高学习效率并

持续优化在线教学方式成为热点议题。

（１）研究生线上教学情况与学习满意度。研
究生学习满意度是衡量教学效果的重要维度，传

统课堂在系统传授学科知识方面具有很强优势，

但面临教学资源、参与度、师生交流等方面不足的

问题，在线教学能否突破这些局限，推动学生更为

深入、全面投入学习过程？一项针对 ２０００多名
在校研究生的问卷调查分析发现，线上教学还较

多存在“教学模式主要以‘教’为导向的灌输式教

育；学生缺乏自律能力，学习的主动性不足；网络

条件的不均衡、网络学习平台的‘软件’不足导致

学生学习效果的不均；在线教学评估体系不全；师

生互动性差；线上课程体系构建不全；课程内容更

新不及时”［１］等需要解决的难题。有充分肯定当

前在线教学的正面的结论，认为被调查的绝大多

数研究生更加偏好网络平台授课形式，师生互动

与面授相比差别不大，证明了在线学习便捷、资源

丰富等优势［２］。研究生并不必然愿意接受在线

教学和在线知识共享，社会结构性因素（性别、学

校类型、城乡所在地、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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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个体能动性因素（信息素养）对研究生的在

线知识共享行为具有显著影响［３］。线上教学变

革教学方式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到学习者的特

点、专业的性质等教学以外的因素。

（２）教育硕士线上教学探索与主张。在大力
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背景下，教育硕士实践

能力培养探索特别重要。案例教学广泛运用于培

养研究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教学中具体问题的能

力，主张将教学案例开发作为案例教学的基本前

提，通过案例开发提高案例教学效果，推动提高培

养质量［４］，总结出课前阅读、一次课中研讨、二次

课中模仿、课后拓展创编四环节原创案例教学模

式［５］。以参与度为对象，从过程性评价入手，从

数量参与和质量参与两个方面建构指标，通过雷

达图和拆线图方式表征学习情况，提出了改善教

育硕士在线学习的质量优化建议［６］。或者是针

对在线教学中的具体教学环节提出优化思路，有

研究通过“现代教学论”课程教学实践探索出加

强研讨对话的真实性、促进深度双向互动、构建反

馈全面评价机制等策略，解决在线研讨教学中学

生参与度较低、目的虚化、教师反馈不全面等问

题［７］。东北师范大学为公费师范生教育硕士培

养，在探索信息技术与研究生教育深度融合的背

景、内涵本质与实践路径的基础上，构建起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研究生培养新模式［８］。

教育硕士当前的学生身份和未来入职的教师

职业特征，注定其培养过程和教学方式要与其他

专业有着明显区别，他们在读期间所接受的教育

内容和接触的线上教学方式会对未来专业成长的

方向和理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教育数字化时

代，线上教学必将与传统课堂教学共存互通。已

有研究从多个维度、针对多所学校探讨了研究生

线上教学的整体效果，也总结了教育硕士线上教

学实施的具体经验，但缺乏对新冠疫情期间出现

的全员、全程的线上教学调查与总结。

２　研究数据与方法
培养教师的教学应当全面体现教育规律和教

师成长需求。教育硕士培养是在师范本科教育基

础上的教师职前教育，线上教学在教育硕士课程

教学中的实施情况与效果，能很大程度展示出教

师教育信息化的程度。

２．１　调查对象
研究样本主要来自湖南省属高校教育硕士培

养单位，涵盖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湖南

理工学院、衡阳师范学院、吉首大学等高校。获取

２８３份有效问卷，问卷效果与信度均符合调查要
求，涉及性别、大学阶段专业、教师职业经历情况、

专业学位领域等背景因素，具体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项目 分类 人数 比例／％ 项目 分类 人数 比例／％

性别

学习类型

当前职业

在线教育经历

男 １３ ４．５９

女 ２７０ ９５．４１

全日制 １４４ ５０．８８

非全日制 １３９ ４９．１２

学生 １１９ ４２．０５

小学教师 ５０ １７．６７

初中教师 ３７ １３．０７

高中教师 ３４ １２．０１

中职教师 ７ ２．４７

其他 ３６ １２．７２

有 ２３１ ８１．６３

无 ５２ １８．３７

年级

专业学位领域

所在学校类型

大学专业情况

研一 １１６ ４０．９９

研二 １２５ ４４．１７

研三 ４２ １４．８４

教育管理 ２１ ７．４２

心理健康教育 ３６ １２．７２

小学教育 ４７ １６．６１

教育技术 ７ ２．４７

学科教学 １７２ ６０．７８

师范 ２０３ ２８．２７

非师范 ８０ ７１．７３

师范 １８５ ６５．３７

非师范 ９８ ３４．６３

２．２　调查维度
新冠疫情期间所采用的线上教学与学校主动

利用信息技术推动人才培养方式变化有明显区

别。为完成教学任务仓促展开的在线教学，必然

在技术设备、教学心理、学习适应等方面存在不

足，本调查所针对的线上教学主要是替代传统课

堂而被采用的方式，目的在于与传统线下课堂教

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对比，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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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学生对线上教学的改进意愿。

（１）教学内容。人才培养目标需要以具体的
内容为依托，适合人才成长规格的教学内容才最

有可能有效推动目标达成。教育硕士培养应当区

别于本科师范专业的教学基础知识传授和基本技

能训练，也明显不同于教师职后发展提升。在实

践取向背景下的教育硕士教学内容到底需要什么

样的学科教学知识、应当形成何种类型的学科知

识结构，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以教育学科为

主体同时增加学科知识专题，是当前教学内容选

择的普遍思路。本调查主要针对理论、实践课程

及论文指导等培养环节，知识传授、问题分析和主

题研究等类型教学内容展开。

（２）教学方式。相对传统课堂教学，线上教
学中的师生关系在空间、心理、联系方式等多个方

面都发生显著变化，师生、生生互动更加依赖平台

和学生的主动参与程度。线上教学是否更有利于

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或能在多大程度上突

破讲授法存在的局限，应该是信息技术融入教学

的重要考量因素。线上教学方式选择需要依据掌

握特定教学内容的要求，依赖技术所能提供的条

件。本调查主要针对教学态度、教学平台、实际采

用的教学方式、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展开。

（３）教学效果。教学效果需要依据目标判
断，不同的评价理念也会导致对教学效果的不同

看法。教育硕士的师德观念、知识结构和教学技

能等教师核心素养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包括

可以检测的即时显现的因素，也隐含着检测难度

大且滞后的内容。按照线下教学课表安排的线上

教学，在时间安排方面是否适合，不同类型的教学

内容授课存在哪些区别，对师生交往的影响在哪

些方面，师生对待教与学的态度等情况是影响教

学效果的重要因素。

（４）改进要求。疫情结束后，学校教学秩序
已经完全恢复常态，但线上教学有时间灵活、不受

空间场域限制、学习资源能够更好满足个性化需

求等优势，线上线下结合能够为教育硕士培养提

供更多选择。在国外，“在线硕士教育由于顺应

了互联网时代大众学习方式转变的潮流，满足了

广泛的社会需求，因此它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规

模的持续扩大，将是一个大趋势”［９］。增加教学

时间的灵活性、针对学生特点选择教学内容和教

学方式，推动线上教学扬长避短、与传统课堂相互

补充，是信息技术时代教育硕士培养的应然要求。

３　调查结果与分析
３．１　背景因素与线上教学情况相关性分析

为整体了解教育硕士的线上教学经历、感受

和改进期望，将性别、大学专业、当前职业情况、所

在专业学位领域、所在学校、学习类型和在线教育

经历等方面背景因素作为变量与调查结果进行相

关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背景影响因素与线上教学相关性

性别 大学专业 职业状态 专业学位领域 年级 学习类型 在线教育经历 所在学校

整体感觉
－０．００７

（０．９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９３１）

０．１６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２

（０．４８６）

０．０８８

（０．１３８）

０．１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９３

（０．１１８）

０．００２

（０．９７６）

对线上教

学的态度

０．０６５

（０．２７２）

－０．０５

（０．３９８）

０．０５４

（０．３６８）

－０．１１３

（０．０５７）

０．０３３

（０．５８２）

０．０９６

（０．１０７）

－０．０２３

（０．７０２）

０．１１７

（０．０５０）

理论课时间
０．０３７

（０．５３８）

０．００８

（０．８９７）

０．０７

（０．２４３）

０．０３３

（０．５８５）

０．０２４

（０．６９１）

０．１７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６

（０．６６６）

０．０５３

（０．３７１）

线上教学优势
－０．０２５

（０．６８０）

－０．０７７

（０．１９４）

０．０１８

（０．７６８）

－０．１４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７

（０．６５６）

－０．０６３

（０．２９５）

０．０２２

（０．７１０）

０．０４５

（０．４４８）

线上教学问题
０．００４

（０．９４１）

０．０１７

（０．７７２）

０．００２

（０．９７５）

０．０１６

（０．７８８）

０．１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１

（０．３０８）

－０．０５１

（０．３９１）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７）

线上教学内容
０．００３

（０．９６５）

－０．０８１

（０．１７５）

－０．０７５

（０．２１０）

－０．０６４

（０．２８３）

－０．１

（０．０９３）

－０．１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５

（０．６７５）

０．１３４

（０．０２５）

线上教学

方式改进

０．０１７

（０．７７８）

－０．１３１

（０．０２７）

０．１２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７

（０．２４１）

－０．０１１

（０．８４９）

０．１３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５２

（０．３８０）

０．０５４

（０．３６９）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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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性别 大学专业 职业状态 专业学位领域 年级 学习类型 在线教育经历 所在学校

改革期望
－０．０６５

（０．２７８）

－０．０２８

（０．６４４）

０．０８７

（０．１４６）

－０．０２８

（０．６３４）

０．０８１

（０．１７２）

０．１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９

（０．４１５）

０．０４４

（０．４６４）

教学平台
－０．００８

（０．８９８）

０．０２３

（０．７０５）

－０．１５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７４

（０．２１２）

０．１４

（０．０１８）

－０．１９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７

（０．７８２）

０．０３

（０．６２０）

师生关系
－０．０１５

（０．７９６）

０．０１５

（０．８０５）

０．０２６

（０．６６５）

０．０３

（０．６１８）

０．０８９

（０．１３５）

０．０２３

（０．６９７）

－０．１６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２

（０．４８６）

是否继续

线上教学

０．１４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５

（０．６８０）

－０．００５

（０．９３６）

０．１４１

（０．０１８）

０．１４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６４

（０．２８５）

－０．０１３

（０．８２５）

－０．０４７

（０．４３２）

提高线上

教学质量

０．０２２

（０．７０７）

－０．０７２

（０．２２８）

０．０４９

（０．４１４）

－０．０４３

（０．４６６）

０．０２５

（０．６７２）

０．０６３

（０．２９１）

－０．１５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４０３）

教学课型
－０．０２１

（０．７２９）

－０．１５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６

（０．４４１）

－０．２１７

（０．０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０

（０．９９９）

－０．０２

（０．７３２）

０．１０４

（０．０７９）

　　注：若呈现显著性，则说明两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反之，则两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的正负项以及相关性程度。

　　相关性分析发现，性别影响仅与是否新冠疫
情后继续实行线上教学一项有关联。职业状态、

学习类型与调查结果的显著相关项较多，包括整

体感觉、线上教学方式改进、教学平台等多个方面

均有明确关系，可能的解释是，非全日制教育硕士

基本都是在职从事教师职业，对线上教学认识比

全日制学生更加清晰，学习定位更加明确，学习需

求更加自觉。专业学位领域、年级也与调查结果

相关项较多，说明不同专业学位领域和不同年级

学生对线上教学的态度和期望有较大差别，教育

技术、数学等学科更能接受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

应用。在线教育经历、师生关系变化、平台情况与

调查结果有显著关联，说明经常接受在线教育能

更适应师生在虚拟网络中的相处方式，对教学平

台选择更为理性。所在学校层次不同的教育硕

士，对线上教学的态度和内容选择有不同取向，

２１１大学和省属重点大学学生对线上教学有更为
深入的理性思考。

３．２　线上教学调查的数据分析
（１）教学内容以学科知识为主。线上教学内

容的适合度排序分别是理论课、论文指导、导师单

独指导和实践课。调查中，６０．４２％的线上教学内
容都是以各门学科知识传授为主，将传统课堂的

内容搬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技能训练和论文指

导等内容的线上教学仅占 １５．９％、１２．３７％和
１１．３１％。大部分缺乏教学实践经验的教育硕士认
为线上教学内容应当以问题为中心教授掌握知识

的方法，主张提供典范的教学视频扩充教学经验、

围绕案例集体讨论、组织模拟教学的被调查者占

比分别为７４．９１％、６７．４９％和 ６２．９％，同时对线上
教学提供的围绕主题自主开展研究、教师点评学

习任务完成情况非常认可，认为理论课最适合时

间在每天４小时以内的占８３．０４％。
（２）很大程度上沿用传统课堂教学方式。有

一半以上被调查者认为教师线上教学态度比较认

真，非常认真和一般的分别占２０％左右。６２．１９％
的线上教学采用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单纯

的讲授与布置课外学习任务所占比例分别为

２２．９７％和１４．４９％，说明对线上教学态度并不统
一。缺少现场感、学习氛围、课堂互动、纪律约束

是线上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师生联系不紧密的

情况占比 ５３％。８６．２２％的线上教学平台是腾讯
会议，各高校仍需要在有组织地系统开发与利用

线上教学资源方面加大力度。当前线上教学方式

缺乏创新，还没有充分发挥在线教育的优势。

（３）线上教学对学习促进不是特别突出。超
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线上教学与线下课堂相比

感觉差不多，还有３６％认为感觉较好。一项针对
高校新冠疫情期间线上教学满意度的调查也指

出，“将线上教学与学校教学进行比较，有７５．３％
的教师和８１．１％的学生认为学校教学效果更好，
１７．７％的教师和 １３．５％的学生认为一样好，仅有
７．１％的教师和５．４％的学生认为线上教学效果更
好”［１０］。线上教学在对教师素养培养方面最有利

的因素分别是扩大知识视野、培养教学理念、掌握

研究方法和提高教学技能，也有将近１６％的被调查
者认为没有明显作用。在师生关系方面，过半数认

为联系不紧密，有将近１４％的被调查者认为无感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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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线上教学的主要优势是可以节约时间成本、不

分场合学习，同时环境更加轻松、可以减少约束。

精选教学内容和采用适合的教学方式是提高教学

效果的关键因素，不同的教学内容和学生学习习惯

也会影响到在线学习的效果。

（４）教育硕士对在线教学有较多的期待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生对线上教学的差别体

现在教学实践经验方面，被调查者大都期望线上

教学能够结合教学案例展开（８２．６９％）、灵活运用
多种方式（６７．１４％），同时要掌握好信息手段、顾
及学生学习基础，非全日制与全日制学生对线上

教学态度区别较为明显，与可安排的学习时间有

很强关联。被调查学生中有 ７８．４５％期望通过扩
大知识视野，７２．４４％的学生期望在教学理念方面
得到提升，有过半数的学生期望提高教学技能、掌

握研究方法，认为新冠疫情结束后可以根据需要

有针对性地采用线上教学。

４　研究结论与建议
疫情期间大规模线上教学是迫不得已而采用

的手段，复课以后，传统教学手段和方式得以恢

复，但在教育硕士培养过程中，尤其是持续扩招背

景下，如何充分利用线上教学优势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解决实践经验不足或工学矛盾等问题，需要

借助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便利，推动线上与线下

教学充分互补。

４．１　围绕学科教学知识精选教学内容
知识特别是学科知识仍是当前教育硕士培养

的主要依据。将线下教学的内容转移到屏幕、教

师由主讲变为“主播”，是线上教学的基本特征。

因培养单位情况不同，学科知识选择的内容也不

同。在有教育学院的院校，教育硕士主要教学内

容重点是解决“如何教”的教育学、心理学和学科

教学知识体系，而没有教育学院的培养点，侧重以

学科知识难度加大或以专题方式延续本科教育，

均与学科教学知识的要求相距较远。围绕如何解

决具体学科教学的实际问题，将课程理念与学科

知识有机融合成为线上教学优化传统教学方式的

迫切需求。

可以利用线上资源丰富的优势，精选教学案

例，形成内容丰富、有代表性的案例库。如学科教

学语文方向，围绕整本书阅读、学习任务群教学等

语文课程新内容引导教育硕士研究生提前介入中

学语文教学素养新要求，分析运用迁移经典案例

蕴含的学科教学知识，由此内化课程理念，能更加

贴近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特点。利用线上资源组合

灵活的特点，改变以学科知识体系为主线的内容

选择惯性，围绕问题解决需要营造学习情境、推动

学生在运用知识过程中掌握知识，将重心转向创

造性学习和合作学习。如学科教学数学方向中的

数学思维教学，教学内容需要突出如何培养中学

生数学思维而不是数学思维是什么的概念性

体系。

４．２　针对教学内容特点采用适宜的教学方式
课堂教学方式很大程度上影响学习方式。

“直播和线上互动探讨在目前教学中使用最为普

遍，是对硕士生在线学习投入度影响最大的两种

方式，且对互动性和自主性投入的影响效果呈现

倒Ｕ型趋势，随学生投入水平的提高先增强后减
弱。［１１］”对教育硕士培养而言，通过讲解所传授的

系统知识不足以支撑其高水平教师成长目标，特

别是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在教学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亦非知识水平所造成。在中小学甚至大学阶段填

鸭式教育、应试教育累积的被动学习日积月累过

程中，主动获取知识的兴趣逐渐丧失，迫于获取文

凭需要而学习的功利思想表现相当明显。

可以利用线上教学时间和空间相对较为自由

的优势，形成课前充分预习—课中集中解疑—课

后练习运用的教学程式，培养主动学习、自主学习

的良好习惯。“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应有一桶

水”，是从文化知识积累的视角来谈教师素养，新

时代教育不能忽视知识，更不能忽视而又是当前

最被忽视的是关于如何学习的学习。教育硕士在

未来教师岗位是教会学生学习，首先需要自己学

会学习。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学习获取学习资

源、运用学习资源，学会在同伴合作中共同成长，

是优化教育硕士线上教学方式的基本遵循。

４．３　融合线上线下教学提升教学效率
通常观点都认为“在传统的线下课堂不能实

现学生的学习需求充分满足的基础上，线上的教

学方式能够进一步地丰富学生的学习形式，满足

学生更高层次上的学习资源需求，在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开拓学生学习思维、拓展学生学习视野的

同时，帮助学生找到更合适的学习方法，提升学习

的效率和质量。”［１２］但实际教育中情况远比设想

的复杂，线上教学不是简单地优于线下，也不是天

然能够弥补线下教学的不足。线上线下教学如何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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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融合最终需要落实到教学的实践效果上。基

于调查的教育硕士线上教学情况表明，简单的信

息化手段并不能替代传统教学，面对面的指导与

交流仍有其不可替代优势，非全日制教育可能更

加愿意通过线上教学解决工学矛盾。

应该根据学科特点和受教育方式分类制定教

育硕士培养目标，体现学科和学生的个性化成长

需要，在此基础上推动线上线下教学相配合，以最

优方式推动教育硕士专业素养提升。非全日制教

育硕士着重于在线上指导总结教学实践经验、提

出运用知识解决教学具体问题的典型案例，线下

集中探讨典型教学问题的思路。全日制教育硕士

线上教学突出资源整合与运用，可借助虚拟技术

提高教学基本技能，线下教学过程中优化学科教

学知识结构。此外，论文写作指导、质量监控、教

育教学研究等非课堂教学环节，同样可根据不同

学科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要求选择适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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