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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在线教学质量监控总结

根据学校《关于做好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疫情防控期间教学相关

工作的通知》(温职院防〔2020〕06 号) 文件精神，2月 14 日我处通过学

校 OA发出《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检查工作的通知》，实施“两级全过

程”的在线教学质量监控制度，即组建校、系部（二级学院）两级在线教

学检查小组，对在线教学实施的全过程进行质量监控，落实反馈机制，旨

在推进在线教学质量螺旋上升。现对在线教学实施第 1-4 周的质量监控所

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与总结。

一、数据信息来源：

1.开课信息：各系部（二级学院）提供的教学预案。

2.在线检查：两级在线教学检查小组进行教学巡查 1233 门次，获得

有效教学巡查记录 1233 条；检查人员随堂听课 265 次，获得有效随堂听

课记录表 265 份。

3.在线交流：两级在线教学检查小组与教师进行在线交流 274 次，获

得有效在线交流记录 274 份。

4.督导评价：我处设计在线教学督导评价调查问卷（下称督导问卷），

发放给校督导，系部（二级学院）领导、教研室主任及督导共 116 人参与

填写，收回有效答卷 116 份，有效答卷率为 100%。

5.学生评价：我处联合学生处设计在线教学学生学习情况调查问卷

（下称学生问卷），发放给大一大二参加在线课程学习的全体学生共 8009

人进行填写，收有效答卷 7724 份，有效答卷率为 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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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情况分析：

1.质量监控手段

组建校、系部（二级学院）两级在线教学检查小组，共 119 位检查人

员，通过日常教学巡查及随堂听课两种手段，对在线教学实施的全过程进

行质量监控，结果及时定向反馈。实施中发现受以下两个客观因素限制，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监控效果，情况如下：一来我校当前缺少在线教学过程

监控信息化平台，只能采取检查人员与教师沟通，提前加入其授课班级群，

并且下载好各类相应的软件才能进行教学巡查和随堂听课；二来全面在线

教学为当前全新的教学形式，职能部门虽对在线教学的管理标准和评价标

准有进行探讨，但本次疫情爆发时间极为突然，在线教学管理与评价相关

细则文件当前未能马上出台，本阶段教学巡查以鼓励教师正常开展在线教

学为主，随堂听课后只做反馈和交流，不做定级评价。

2.过程管控分析

（1）开课情况

从系部（二级学院）提交教学预案中得知，我校本学期计划开课为

517 门，第 1-4 周开展在线教学的课程为 460 门，开课率为 88.97%；授课

教师计划总数为 610 人，参与在线课程教学为 524 人，参与率为 85.9% ；

大一及大二参与在线课程学习班级数为 196 个班级共 8009 名学生，参与

率为 100%。经数据分析，未开设的 57门课程均为需在实训室授课的实训

类课程、毕业综合实践、顶岗实习及集体性体育等课程，未参与在线教学

的教师 86人均为仅承担此类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由此得知我校除受客

观条件制约的课程外，均已经开展在线教学，教师均有能力参与在线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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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施条件

1）教师教学设施：即教师开展在线教学具备的教学资源平台与工具。

从系部（二级学院）提交教学预案中得知，本次在线教学资源平台与工具

由教师自主选用于授课，种类有校在线教学平台即超星学习通、浙江省在

线精品课程网、中国大学 MOOC、蓝墨云班课、雨课堂、掌上高校、微知

库、外研社 U 校园、云课堂、课堂派、ZOOM 平台、对分易平台、ITMC 平

台等，腾讯课堂、微信、QQ、钉钉等 23 种教学软件，每位教师均有备好

二套教学软件选用预案。第一天正式开展在线教学时，因全国大中小院校

同时开展在线教学，各种软件使用量暴增，造成网络拥堵，各软件均频频

出状况，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授课。教师发展中心经过调研，向教师推荐在

线教学中性能表现较优的 6 款软件，并多次推送软件操作手册和培训资

料。教务处与现教中心分别组建“超星在线教学咨询”与“在线教学技术

服务”两个微信咨询群，及时帮助教师解决在线教学信息化技术问题，第

二天开始我校教学秩序向好发展。

2）学生学习设施：即学生参加在线课程学习的网络和设备条件。经

学生问卷反馈得知，98%学生的网络情况基本能支持在线学习，如图 1所

示。100%学生拥有学习硬件设备（其中 0.62%其他为平板等其他设备），

如图 2 所示。对 2%网络情况不能基本支持在线学习的学生，分析其原因

均为手机流量不够，学生处目前已经考虑对手机流量不够的贫困生发放流

量加油包予以解决；对于缺少软件进行实操练习的 9.98%学生，职能部门

结合随堂听课发现的情况，及时与相关系部（二级学院）定向反馈，建议

对此部分学生调整教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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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学生网络情况 图 2：学生设备情况

（3）教学过程

1）教学准备，即教师开展在线教学时的教学态度、备课及课前其他

准备情况。由学生问卷反馈，99.65%的学生认为教师基本有按时组织教学，

98.91 %的学生认为教师基本有组织考勤，如图 3、4 所示，结合教学巡查

记录与随堂听课记录情况统计分析，我校教师基本有按教务系统课表规定

的时间组织教学，做到提前候课，并对学生进行考勤。再由学生问卷和督

导问卷反馈得知，认为我校教师教学准备情况一般及以上的有 99.87%学

生与 99.14%督导，如图 5、6所示。我校绝大多数教师的在线教学准备较

为充分，教学态度好。

图 3：按时组织教学学生反馈 图 4：组织考勤学生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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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教学准备学生反馈 图 6：教学准备督导反馈

2）教学资源，即教师开展在线教学提供给学生的在线课程平台资源，

视频、音频及其他辅助学习材料情况。由学生问卷与督导问卷反馈得知，

认为我校教师提供的教学资源情况一般及以上的有 97.14%学生与 99.14%

督导，如图 7、8 所示，我校在线教学资源情况学生的满意度与督导认可

度均较高。但经数据对比分析，认为满意或多数满意的学生占比 72.37%

（记为 A），而督导占比为 91.38%（记为 B），A比 B 低 19.01%，说明从

教学的角度衡量，绝大多数在线教学资源是合理有效的，但是激发学生的

兴趣不够，教师需加强与学生的沟通，进一步指导学生有效利用教师所提

供的在线教学资源进行学习的方法，并按学生需求改进在线教学资源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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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教学资源学生反馈 图 8：教学资源督导反馈

3）教学方法和手段，即教师开展在线教学时引导学生主动思考，自

主学习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由学生问卷与督导问卷反馈得知，认为一般

及以上的有 96.37%学生与 98.27%督导，如图 9、10 所示，对于我校教师

在线教学的方法和手段，学生的适应度与督导认可度均较高。但经数据分

析对比，感觉适应或多数适应的学生占比为 79.57%（记为 C），认为好或

多数较好的督导占比为 89.65%（记为 D），C比 D 低了 10.08%，说明我校

教师应进一步以学生为中心，改革与创新在线教学方法与手段，激发学生

兴趣，启迪学生思维，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图 9：教学方法和手段学生反馈 图 10：教学方法和手段督导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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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师生互动，及即教师开展在线教学时为增加课堂气氛，实现某一

教学目的采取的行为。由学生问卷与督导问卷反馈，认为师生互动有效情

况一般及以上的有 97.46%学生与 98.27%督导，如图 11、12 所示，学生

和督导对师生互动的有效性认可度均较高。但从选择“有效”的占比来看，

学生占比 51.39%，督导占比仅 17.34%，表明督导对师生有效互动的标准

与内涵要求比学生要高很多，即从督导层面来看，我校教师采取在线教学

采取的互动方式与内容有待提升。

图 11：师生互动学生反馈 图 12：师生互动督导反馈

5）课堂纪律管理，即教师为了保证教学目标的实现，要求学生共同

遵守的课堂行为规范。由学生问卷与督导问卷反馈得知，仅 0.71%的学生

认为教师无管理，93.11%督导认为教师有管理并且基本有效，如图 13、

14 所示，即我校教师绝大多数有进行课堂纪律管理，管理效果基本有效。

但经数据进一步分析，督导认为课堂纪律属于高质量管理占比仅 12.07%，

我院教师在线教学课堂管理的质量仍需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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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课堂纪律管理学生反馈 图 14：课堂纪律管理督导反馈

6）教师信息化能力，即教师对在线教学平台的熟练程度和网络意外

情况处理能力。由学生问卷与督导问卷反馈得知，认为教师信息化能力一

般及以上的有 99.54%学生与 98.28%督导，如图 15、16 所示，我校绝教师

基本能使用本人选用的软件进行授课，具备基本的教学信息化教学能力。

但从督导选择“好”的占比仅为 27.59%来看，结合随堂听课与教师在线

交流记录情况分析，我校教师对授课软件操作熟练度有待提升。

图 15：教师信息化能力学生反馈 图 16：教师信息化能力督导反馈

3.效果评价分析

（1）平台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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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教师开展在线教学所选用的在线教学资源平台和工具的使用效果。

由学生问卷与督导问卷反馈得知，学生与督导意见较为一致，主要认为钉

钉、腾讯课堂、QQ、超星学习通、微信等软件使用效果较好，如图 17、

18 所示，均在教师发展中心推荐的 6 大软件之中。从教师在线交流记录

统计情况分析，大部分老师提出还需要在使用效果较好的软件中选择教学

资源平台+教学平台组合进行授课，效果将更佳。

图 17：平台使用效果学生反馈

图 18：平台使用效果督导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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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教学效果

1）总体教学效果：由督导问卷反馈得知，98.28%的督导认为总体教

学效果一般及以上，仅有1.72%的督导认为总体教学效果多数较差及以下，

如图 19所示。结合随堂听课与教师在线交流记录统计情况分析，我校在

线教学开展总体教学效果较好，达到预期教学目标。

2）教学特色与亮点：即教师开展在线教学时有有效利用在线教学资

源，体现出自身的教学特色与课堂亮点。由督导问卷反馈得知，97.41%

的督导认为一般及以上，仅有 2.58%的督导认为多数无及以下，如图 20

示，结合随堂听课记录统计情况分析，我院教师的整体教学素质较高，可

以支撑我校总体教学效果达到预期目标。

图 19：教师总体教学效果 图 20：体现教学特色与亮点

3）影响教学效果因素：即教师开展在线教学中所碰到的困难，从而

影响教学效果。督导问卷反馈，如图 21所示，结合教师随堂听课与在线

交流记录情况统计分析，督导与教师均认为影响教学效果的因素主要有网

络不稳定、平台操作不熟练、课堂纪律管理有难度、课堂互动不方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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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课堂展示无法呈现等。针对教师家中网络不稳定的情况，现教中心与

电信局推出对符合升级条件的采取免费网速升级的措施。其他因素与本报

告上述的“设施条件”与“教学过程”中相关指标的分析结论一致。另外

督导与教师还认为在线教学线上教学设计有难度、前期准备比较繁琐、教

材等教学资源缺乏等。

图 21：影响教学效果因素

4）提升方面需求：即教师开展在线教学中认为自身需要提升的内容。

由督导问卷反馈，如图 22所示，结合随堂听课记录、教师在线交流记录

以及督导意见与建议三方面统计情况分析，督导与教师认为我院当前在线

教学提升需求主要集中在教学平台的操作、在线直播教学技术、学生管理、

在线师生互动、在线教学相关理论知识、教学课件制作等方面，可以总结

为教学工具的操作及在线教学设计与实施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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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教学方面需要提升的内容

（2）学生学习效果

1）教师作业批改情况：即教师批改学生上交的作业时的批改速度、

认真程度及反馈效果等情况。由学生问卷反馈得知，99.7%的学生认为情

况一般及以上，仅 0.29%的学生认为多数不认真及以下，如图 23所示，

我校教师的作业批改速度、认真程度及反馈效果情况较好，能力支撑学生

学习目标的达成度，提高学生学习效果。

2）投入情况：即学生在线学习与线下学习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对比情

况。由学生问卷反馈得知，73.95%的学生认为一致或基本一致，17.04%

学生认为线下更多，仅 9.01%的学生认为线上更多，如图 24所示。经数

据分析显示，我校绝大多数学生认为课程在线学习时间投入的和精力没有

比与线下学习多，即可认为在线学习没有在时间和精力上对学生造成负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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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教师作业批改情况 图 24：学生投入情况

3）学习收获：即学生进行在线课程学习所获得的知识和能力。由学

生问卷反馈得知，92.93%学生认为收获一般及以上，仅 7.07%学生认为收

获较差及以下，如图 25所示。经数据分析认为，绝大多数学生学习收获

较高，达到预期的学习目标；对于认为学习收获一般及以下的学生，教师

应加强引导学生高效率、高质量学习，提高学生自律与自主学习的能力，

进而提升学生学习收获。

图 25：学生学习收获 图 27：学习所需 APP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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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习困难因素：即学生反映的影响其学习效果的因素。由学生问

卷反馈得知，学生反映影响其学习效果的主要因素有网络不稳定、在线教

学平台过多、设备使用不方便、平台工具使用不熟悉、学习效率问题、教

材与教学资源匮乏、与教师交流不方便等，如图 26所示。结合学生问卷

反馈中意见与建议情况统计分析，除却网络不稳定受地域设施因素为全国

性客观问题外，在线教学平台过多、设备使用不方便与平台工具使用不熟

悉三项因素影响较大。再由学生问卷反馈得知，学生完成在线课程学习所

需要下载的软件 APP 数量统计，1-3 个的有 32.68 %学生，4-6 个的有

53.79 %学生，7-10 个的有 10.9%学生，10 个以上的有 2.63%学生，如图

27所示，学生完成在线课程学习所需要下载的软件 APP 数量过多，是引

起上述三大影响因素的主要原因，进而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系部（二

级学院）应采取一定措施，尽量优化学生在线课程学习所需要安装的软件

APP 数量，将有助于其学习效果提高。

图 26：影响学习效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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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存在问题

1.缺少在线教学过程与学习过程监控信息化平台，在线教学质量监控

与督查困难。

2.管理文件内容不全，缺少在线教学管理、质量监控及相关评价标准

与文件。

3.缺乏相对统一的稳定性好的教学平台，教师多数自行选用教学资源

平台和工具，在特殊时期，全国扎堆使用，造成拥堵，影响教师教学效果

和学生学习效果。

4.教师在线教学能力有待提升。

5.学生完成在线课程学习所需要下载的软件 APP 数量过多，学习体验

较差，影响学生学习效果。

四、对策建议思考

1.探索可行途径，建设双平台即资源平台和教学平台，实现在线教学

过程监控信息化，依托统一的在线教学资源平台和工具开展线上教学过程

监控与督查。

2.进一步探讨在线教学管理标准和评价标准，出台在线教学管理与评

价相关细则文件，使教学质量监控有的放矢。

3.与我校教师主流使用的教学资源平台和工具公司加强联系、测试，

督促平台优化改进，可探索与新兴的软件技术和数字资源类企业联合开发

在线教学资源平台和工具。

4.加强教师在线教学能力培训，重点开展在线教学设计与实施及教学

工具的操作方面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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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尽量优化学生在线课程学习所需要安装的软件 APP 数量，系部（二

级学院）组织教师进行研讨，要进一步重点推荐和较集中选择在线教学资

源平台和工具，在确保稳定性情况下，同一门课程乃至同一专业应采用统

一的在线教学资源平台和工具，以免学生在多种平台中跳转。

教学质量监控处

二 O 二 O 年三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