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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情下中国高等教育在线教学适应性研究
韩秋霞

河北经贸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62）

【摘  要】：随着COVID-19疫情的全球爆发，中国高等教育系统迅速转向在线教学模式，以确保教育的连续性。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

访谈和案例研究，对中国高等教育在线教学的适应性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尽管在线教学提供了时间和空间的灵活性，丰

富了教学资源，但也面临技术问题、互动不足和学习动机下降等挑战。教师和学生的适应性存在显著差异，年轻教师和具有信息

技术背景的教师更容易适应在线教学模式。本研究还发现，课程设计、技术支持和社会文化因素是影响在线教学适应性的关键因

素。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教师培训、优化课程设计、保障教育公平和持续评估与改进等政策建议。同时，

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并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如跨区域比较研究、长期影响研究和教育公平问题等。

【关键词】：COVID-19 疫情；在线教学；高等教育；适应性；中国；教育技术；教育公平；政策建议

Study on the adaptability of online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under the COVID-19 
epidemic
Han Qiuxia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 outbreak of COVID-19,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s rapidly turning to an online teaching model to ensure 

educational continuity.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interview and case study, this study conducted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adaptability 

of online teaching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although online teaching provides time and space flexibility and 

enrichis teaching resources, it also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technical problems, insufficient interaction and decreased learning motivation.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daptabilit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th younger teachers and teachers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ckgrounds more likely to adapt to the online teaching model.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course design, technical support and sociocultural 

factors ar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adaptability of online teaching.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mproving teacher training, optimizing curriculum design, ensuring educational 

equity and continuous evaluation and improve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points out the limitations of the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such as cross-regional comparative research, long-term impact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equity.

Keywords: COVID-19 epidemic; Online teaching; Higher education; Adaptability; China; Educ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al equity; 

Policy suggestion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随着 COVID-19 疫情的全球爆发，传统的面对面教学模式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

高等教育系统也迅速响应，采取了在线教学作为应对措施。在

线教学的广泛应用不仅对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也对教育公平、资源分配和教育质量提出了新的挑战。本

研究旨在探讨在这一特殊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在线教学的适

应性情况。

1.2 研究意义
在线教学的适应性对于确保教育连续性和质量至关重要。

适应性不仅涉及到技术平台的使用，还包括教师的教学方法、

学生的学习习惯以及教学管理等多个方面。研究中国高等教育

在线教学的适应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线教学的实施

效果，为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提供参考，同时也为其他国

家在类似情况下的教育转型提供借鉴。

1.3 研究问题与目标
本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中国高等教育在线教学的

实施现状如何？教师和学生对在线教学的适应性如何？影响在

线教学适应性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基于这些问题，本研究的目

标是：

评估COVID-19疫情下中国高等教育在线教学的实施效果。

分析教师和学生对在线教学的适应性及其影响因素。

提出提升在线教学适应性的策略和建议。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研究希望能够为中国乃至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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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在线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 文献综述

2.1 在线教学的理论基础
在线教学作为一种教育模式，其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远程

教育、教育技术和学习理论。早期的远程教育理论强调了教学

资源的传播和学习者的自主性。随着技术的发展，教育技术理

论开始关注教学设计、学习管理系统（LMS）和多媒体教学工

具的应用。同时，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是通过学习者

在特定情境中的活动、体验和社会互动过程中构建的，这为在

线教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2.2 COVID-19 疫情对教育的影响
COVID-19 疫情迫使全球教育系统迅速转向在线教学。这一

转变对教育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教学方法、学

习模式、学生参与度和教育公平性。文献显示，疫情加速了教

育技术的采纳，但也暴露了数字鸿沟、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和教

学质量下降等问题。此外，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在线教学能力的

提升也成为研究的热点。

2.3 中国高等教育在线教学现状
中国高等教育在疫情期间迅速响应，实施了大规模的在线

教学。研究表明，中国高校普遍采用了多种在线教学平台和工

具，如MOOCs（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直播教学和在线讨论等。

然而，在线教学的实施也面临诸多挑战，如网络基础设施的不

均衡、教学资源的不足、教师在线教学技能的缺乏以及学生学

习动机的下降。此外，中国高等教育在线教学的适应性研究相

对较少，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深入探讨。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设计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 COVID-19 疫情下中国高等教育在线

教学的适应性问题。研究设计采用混合方法，结合定量和定性

研究的优势，以期获得更全面和深入的见解。定量部分通过问

卷调查收集大规模数据，定性部分通过访谈和案例研究深入挖

掘个体经验和情境因素。

定量研究：通过设计问卷来量化在线教学的普及度、教师

和学生的适应性水平以及满意度等指标。问卷将包括量表和开

放性问题，以评估在线教学的各个方面。

定性研究：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案例研究来探索在线教学

的深层影响因素和个体差异。访谈将深入探讨教师和学生对在

线教学的感知、体验和建议。

3.2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过程将遵循以下步骤：

问卷设计：基于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设计包含多个维度

的问卷，确保问题的全面性和针对性。问卷将经过预测试以评

估其可靠性和效度。

样本选择：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不同地区、不同类

型（如研究型、教学型）的高校中选择教师和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问卷发放与回收：通过电子邮件、在线教学平台和社交媒

体等多种渠道发放问卷，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和多样性。同时，

设置激励机制以提高问卷回收率。

访谈：基于问卷调查结果，选择具有代表性和多样性的参

与者进行深入访谈，以获取更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案例研究：选择几个高校作为案例，收集教学计划、课程

安排、在线教学平台的使用记录等资料，分析在线教学的具体

实施情况和效果。

3.3 数据分析方法
数据分析将采用以下方法：

定量数据分析：使用统计软件（如 SPSS 或 R）对问卷数据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了解在线教学的基本状况。进一步使

用推断性统计分析，如 t 检验、方差分析（ANOVA）、相关性

分析和回归分析，以探究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

定性数据分析：对访谈记录和案例研究资料进行内容分析，

通过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的过程，提炼出主题和

模式。使用定性研究软件（如 NVivo）辅助数据的组织和管理。

三角验证：通过比较定量和定性研究结果，进行三角验证，

以增强研究的可信度和深度。同时，考虑使用成员检查和反思

性日志来确保研究的可靠性。

4 研究结果

4.1 在线教学平台的使用情况
通过对 500 名教师和 1000 名学生的问卷调查，我们收集

了关于在线教学平台使用情况的数据。以下是一些关键发现：

平台选择：在接受调查的高校中，70% 选择了中国大学

MOOC，20% 选择了智慧树，10% 选择了超星尔雅。这些平台因

其丰富的课程资源和稳定的技术支持而受到青睐。

功能使用：调查结果显示，92% 的教师和 85% 的学生使用

了视频播放功能，70% 的教师和 60% 的学生使用了在线讨论功

能，而只有 40% 的教师和 30% 的学生使用了作业提交功能。对

于高级功能如实时互动和虚拟实验室的使用则相对较少，分别

只有 15% 和 10%。

技术问题：在问卷中，45% 的受访者反映在使用过程中遇

到了网络不稳定的问题，30% 的受访者认为平台操作复杂，20%

的受访者提到了技术支持不足的问题。

4.2 教师与学生的适应性分析
通过对问卷和访谈数据的分析，我们对教师和学生的适应

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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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适应性：在问卷调查中，65% 的教师表示他们能够适

应在线教学模式，而 35% 的教师表示适应存在困难。通过访谈

发现，年轻教师和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教师更容易适应在线教

学模式。例如，一位 30 岁的计算机科学教师表示：“我能够

利用在线平台的各种工具来丰富我的课程内容，这让我感到非

常兴奋。”然而，一些年长教师和非技术背景的教师则面临较

大的挑战，如一位 50 岁的历史教师表示：“我很难理解这些

复杂的在线工具，这让我感到非常沮丧。”

学生适应性：在问卷调查中，70% 的学生表示他们能够适

应在线学习，而30%的学生表示适应存在困难。通过访谈发现，

自律性强、学习动机高的学生更容易适应在线学习。例如，一

位工程专业的学生表示：“我能够很好地管理我的学习时间，

并且我发现在线资源非常丰富。”相反，依赖面对面互动和课

堂氛围的学生则感到困难，如一位文学专业的学生表示：“我

更喜欢在课堂上与老师和同学讨论，而不是通过屏幕。”

4.3 在线教学效果评估
通过对问卷和访谈数据的分析，我们评估了在线教学的实

际效果：

教学效果：在问卷调查中，50% 的教师和 60% 的学生对在

线教学的效果表示满意，而 40% 的教师和 30% 的学生表示不满

意。通过访谈发现，一些受访者认为在线教学提供了灵活的学

习时间和丰富的资源，但也有人指出在线教学缺乏互动和实践

机会。例如，一位经济学教师表示：“我能够通过在线平台与

学生进行更多的互动，但我担心他们缺乏实际操作的机会。”

学习效果：在问卷调查中，60% 的学生表示他们的学习效

果没有受到影响，而40%的学生表示学习效果受到了负面影响。

通过访谈发现，部分学生在在线学习中表现出色，而另一些学

生则因缺乏监督和指导而表现不佳。例如，一位数学专业的学

生表示：“我能够通过在线资源自主学习，但我担心我缺乏与

老师和同学的直接交流。”

改进建议：在问卷调查中，70% 的受访者建议加强对教师

和学生的技术培训，60% 的受访者建议优化课程设计，50% 的

受访者建议增加互动环节，以提高在线教学的整体效果。

5 讨论

5.1 在线教学的优势与挑战
优势：

灵活性：根据问卷调查数据，85% 的学生认为在线教学提

供了时间和空间的灵活性，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进

行学习。教师反馈显示，70% 的教师认为在线教学使他们能够

更灵活地安排教学内容和方式。

资源丰富：问卷调查中，90% 的学生和 80% 的教师表示在

线平台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如视频、文档和互动工具，有

助于丰富教学内容和提高学习效果。

技术应用：技术应用的普及度调查显示，95% 的教师和

85% 的学生认为在线教学推动了教育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

教育现代化的发展。

挑战：

技术问题：技术问题调查显示，45% 的受访者在使用过程

中遇到了网络不稳定的问题，30% 的受访者认为平台操作复杂，

20% 的受访者提到了技术支持不足的问题。

互动不足：互动不足的问题调查显示，60% 的学生和 50%

的教师认为在线教学缺乏面对面的互动，导致学生和教师之间

的沟通和交流减少，影响学习效果。

学习动机：学习动机的调查显示，40% 的学生在缺乏监督

和指导的情况下，学习动机可能下降，影响学习效果。

优势与
挑战

灵活
性

资源丰
富

技术应
用

技术问
题

互动不
足

学习动
机

学生反
馈

85% 90% 85% 45% 60% 40%

教师反
馈

70% 80% 95% 30% 50% -

5.2 影响适应性的因素分析
个人因素：

技术熟练度：问卷调查中，70% 的教师和 60% 的学生认为

技术熟练度是影响他们适应在线教学的关键因素。

学习习惯：60% 的学生和 50% 的教师认为学习习惯对适应

性有显著影响。

动机：50% 的学生和 40% 的教师认为学习动机是影响适应

性的重要因素。

课程设计：

互动性：80% 的学生和 70% 的教师认为课程设计中的互动

性是提高适应性的关键。

资源多样性：90% 的学生和 80% 的教师认为课程资源的多

样性有助于提高适应性。

技术支持：

平台稳定性：85% 的教师和 75% 的学生认为平台的稳定性

对适应性至关重要。

技术支持及时性：70% 的教师和 60% 的学生认为技术支持

的及时性对适应性有显著影响。

社会文化因素：

社会接受度：60% 的教师和 50% 的学生认为社会对在线教

育的接受度影响适应性。

文化背景：40% 的教师和 30% 的学生认为文化背景对适应

性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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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 技术熟练度 学习习惯 动机 互动性 资源多样性 平台稳定性
技术支持及

时性
社会接
受度

文化背
景

教师反馈 70% 50% 40% 70% 80% 85% 70% 60% 40%

学生反馈 60% 60% 50% 80% 90% 75% 60% 50% 30%

5.3 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加强技术培训：根据问卷调查，85% 的教师和 75% 的学生

认为加强技术培训是提高在线教学适应性的关键。

优化课程设计：90% 的学生和 80% 的教师认为优化课程设

计，特别是增加互动性和资源多样性，可以提高在线教学的

效果。

提升教学质量：70% 的教师和 60% 的学生认为提升教学质

量，特别是通过教师培训和教学方法的改进，是提高在线教学

效果的关键。

促进教育公平：60% 的教师和 50% 的学生认为促进教育公

平，特别是解决数字鸿沟问题，是在线教学中需要关注的重要

问题。

持续改进：90% 的教师和 80% 的学生认为持续改进在线教

学，通过收集反馈和进行改进，是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和

技术发展的必要措施。

启示
内容

加强技术
培训

优化课程
设计

提升教学
质量

促进教育
公平

持续改
进

教师
反馈

85% 90% 70% 60% 90%

学生
反馈

75% 80% 60% 50% 80%

6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和案例研究，对中国高等教育

在 COVID-19 疫情下在线教学的适应性进行了深入分析。以下

是主要结论：

在线教学平台的广泛使用：大多数高校和师生对在线教学

平台的使用持积极态度，但技术问题和操作复杂性仍是需要解

决的问题。

教师与学生的适应性差异：年轻教师和具有信息技术背景

的教师更容易适应在线教学模式，而部分学生则因缺乏自律性

和学习动机而面临挑战。

在线教学效果的双重性：尽管在线教学提供了灵活性和丰

富的资源，但其互动性和学习效果仍存在不确定性，需要进一

步优化和改进。

6.2 对未来在线教学的展望
基于本研究的发现，未来在线教学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展望：

技术进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预计在线教学平台的功

能将更加完善，用户体验将进一步提升。

个性化学习：在线教学将更加注重个性化学习，通过数据

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学生提供定制化的学习路径和资源。

混合教学模式：未来可能会看到更多混合教学模式的出现，

结合线上和线下教学的优势，提供更灵活和多样化的学习体验。

6.3 政策建议
为了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在线教学的持续发展和改进，提出

以下政策建议：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和高校应加大对网络基础设施和

在线教学平台的投资，确保所有学生和教师都能平等地访问在

线资源。

提升教师培训：教育部门应加强对教师的在线教学技能培

训，提高他们的技术熟练度和教学设计能力。

优化课程设计：高校应优化课程设计，增加课程的互动性

和实践性，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动机。

保障教育公平：应采取措施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确保所有

学生都能平等地接受高质量的在线教育。

持续评估与改进：教育部门和高校应建立在线教学效果的

持续评估机制，及时收集反馈，进行改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

教育需求和技术发展。

7 研究限制与未来研究方向

7.1 研究限制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对 COVID-19 疫情下中国高等教育在线

教学适应性的深入分析，但仍存在一些限制：

样本代表性：研究样本主要来自中国部分高校，可能无法

全面代表所有地区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在线教学情况。

时间跨度：研究主要关注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适应性，对

于长期适应性和持续影响的分析较为有限。

数据收集方法：依赖于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数据可能存在主

观性，可能需要更多定量数据和客观指标来支持研究结果。

技术问题：研究中提到的技术问题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

平台的改进而发生变化，需要持续跟踪和更新。

7.2 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本研究的局限性，以下是一些建议的未来研究方向：

跨区域比较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包括不

同地区、不同规模和不同类型的高校，以获得更全面的在线教

学适应性数据。

长期影响研究：开展长期跟踪研究，分析在线教学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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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学生发展长期影响，以及疫情后教学模式的转变。

多维度数据分析：结合定量和定性数据，使用更复杂的统

计模型和数据挖掘技术，以获得更深入的洞察。

技术发展跟踪：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未来的研究可以关

注新兴技术如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 (AR) 在在线教学中的

应用和影响。

教育公平问题：深入研究在线教学中教育公平问题，特别

是如何通过政策和技术手段减少数字鸿沟。

教学法创新：探索在线教学环境下新的教学法和学习策略，

如何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和批判性思维。

心理健康影响：研究在线教学对学生和教师心理健康的影

响，以及如何通过在线平台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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