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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普通动物学课程
混合式教学情况分析

李彦明 胡永婷 李颖靓
山西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山西太谷 030801

摘要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重要指示精神，笔者以山西农业大学动物医

学学院开设的普通动物学课程为例，采用了“中国大学 MOOC线上听课与单元测验+学习通APP资料浏览与主题

讨论+腾讯会议APP直播重点与交流互动”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圆满完成了理论教学任务。利

用问卷星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通过这种混合式教学基本能够掌握所学的专业知识，疫情过后他们会更加珍惜

学校的学习时光；同时，“线下为主，线上为辅”的混合式学习方式也为教学改革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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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了全国非毕

业班的高校大学生，原来计划的春季开学日期一再

推迟。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于 2月 5日印发了《关

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

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要求各高校认真组织，积极开展线上授课和

线上学习等在线教学活动，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

不停学”，从而有力保障在疫情防控期间的教学进

度和教学质量[1]。

按照教育部的《指导意见》，根据山西农业大学

教务处的工作安排，针对 2019年已初步在学习通

APP建立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程（普通动物

学）的基础之上，笔者针对普通动物学课程采用“三

位一体”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即“中国大学 MOOC线

上听课与单元测验+学习通APP资料浏览与主题讨

论+腾讯会议APP直播重点与交流互动”的教学方

式，通过这种混合式教学模式基本保证了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普通动物学课程的理论教学进度，比较圆

满地完成了相关的教学任务。

与传统的教师在课堂现场教学和学生居家学习

相比，疫情期间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有其自身的特点。

为了调查分析学生在疫情期间的学习情况，笔者以普

通动物学课程为例，2020年5月底通过问卷星对“三

位一体”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了调查分析，内容主

要包括学生的基本情况调查（5个问题）、学习情况调

查（10个问题）和疫情对学业影响调查（5个问题）。

1 学生基本情况调查

这次调查分析是针对山西农业大学林学院生态

18级和19级的90名学生，他们在2020年春季学期因

为新冠肺炎疫情居家学习，教师利用“三位一体”的混

合式教学完成了普通动物学课程的理论教学。

1.1 性别构成

90名学生中男生 34人（占 37.78%），女生 56人
（占62.22%）。

1.2 家庭所在地分布情况

家庭位于农村的 59人（占 65.56%），城市的 28
人（占31.11%），郊区的3人（占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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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学生家庭拥有哪些电子设备（多选）

选择“台式电脑”的 18人（占 20.00%），选择“笔

记本电脑”的 57人（占 63.33%），选择“Pad”的 7人
（占7.78%），选择“手机”的88人（占97.78%）。

1.4 学生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是否有过线上学习

（网络课程）的体验

选择“经常上”的 20人（占 22.22%），选择“偶尔

上”的 47人（占 52.22%），选择“从未上过”的 20人
（占22.22%），选择“忘记了”的3人（占3.33%）。

1.5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学生在家中进行线上学习

经常使用的电子设备情况

选择“台式电脑”的 0人（占 0%），选择“笔记本

电脑”的 27人（占 30%），选择“Pad”的 0人（占 0%），

选择“手机”的65人（占70%）。

2 学生学习情况调查

2.1 学生是否从头到尾认真完整地学习了中国大

学 MOOC上老师的讲课视频

选择“完整地学习（100%左右）”的 44人（占

48.89%），选择“看了大部分（75%左右）”的 36人（占

40.00%），选择“看了一部分（50%左右）”的 9人（占

10.00%），选择“看了一小部分（25%左右）”的 1人
（占1.11%），选择“几乎没看”的0人（占0%）。

2.2 通过中国大学 MOOC线上听课，学生对所学知

识点的掌握程度

选择“全懂”的 0人（占 0%），选择“大部分懂”的

47人（占 52.22%），选择“半懂”的 37人（占 41.11%），

选择“懂一点点”的 4人（占 4.44%），选择“完全不

懂”的2人（占2.22%）。

2.3 学生对中国大学MOOC单元测验成绩的满意度

选择“十分满意”的 2人（占 2.22%），选择“满

意”的 59人（占 65.56%），选择“一般”的 23人（占

25.56%），选择“不满意”的6人（占6.67%）。

2.4 学生是否浏览过学习通APP上教师发布的资料

选择“完整的浏览（100%左右）”的 16人（占

17.78%），选择“看了大部分（75%左右）”的 43人（占

47.78%），选择“看了一部分（50%左右）”的 23人（占

25.56%），选择“看了一小部分（25%左右）”的 4人
（占4.44%），选择“几乎没看”的4人（占4.44%）。

2.5 学生是否积极参与学习通APP上教师发布的

主题讨论活动

选择“全部参与（100% 左右）”的 56 人（占

62.22%），选择“参与了大部分（75%左右）”的 23人
（占25.56%），选择“参与了一部分（50%左右）”的9人
（占10.00%），选择“参与了一小部分（25%左右）”的0
人（占0%），选择“几乎不参与”的2人（占2.22%）。
2.6 老师用腾讯会议APP直播重点的时候学生是

否认真听讲

选择“认真听讲”的47人（占52.22%），选择“听了

大部分”的34人（占37.78%），选择“听了一小部分”的

7人（占7.78%），选择“没有”的2人（占2.22%）。
2.7 老师用腾讯会议APP直播重点的时候，学生和

老师交流互动的情况

选择“积极交流互动”的 13人（占 14.44%），选

择“交流互动”的 26人（占 28.89%），选择“不太积

极”的 36人（占 40.00%），选择“没有互动”的 15人
（占16.67%）。

2.8 与以前在学校教室里的课堂理论教学相比，学

生认为“三位一体”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效果

选择“非常好”的 13人（占 14.44%），选择“好”

的 35 人（占 38.89%），选择“一般”的 34 人（占

37.78%），选择“不好”的 7人（占 7.78%），选择“无所

谓”的1人（占1.11%）。

2.9 目前学生最大的愿望

选择“回校学习”的48人（占53.33%），选择“继续

延长假期”的21人（占23.33%），选择“线上学习”的9
人（占10.00%），选择“其他”的12人（占13.33%）。
2.10 学生对于课堂教学、线上教学（网络课程）和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喜欢程度

选择喜欢“课堂教学”的 48人（占 53.33%），选

择 喜 欢“ 线 上 教 学（网 络 课 程）”的 10 人（占

11.11%），选择喜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 29人
（占32.22%），选择“无所谓”的3人（占3.33%）。

3 新冠肺炎疫情对学生学业影响调查

3.1 疫情对学生学业的影响程度

选择“严重影响”的 15人（占 16.67%），选择“中

等影响”的 31人（占 34.44%），选择“一般影响”的 29
人（占 32.22%），选 择“ 影 响 轻 微 ”的 11 人（占

12.22%），选择“基本无影响”的4人（占4.44%）。

3.2 未来到学校后，你认为在疫情期间学过的课程

知识是否还需要老师重新讲解

选择“已经掌握，不需要”的 4人（占 4.44%），选

择“需要全部讲解”的 10人（占 11.11%），选择“需要

··2



养殖与饲料 2021年第 10期 行业论坛

老师讲解一下重难点”的 75人（占 83.33%），选择

“无所谓”的1人（占1.11%）。

3.3 你认为影响线上教学的最主要原因

选择“学习效果差”的 18人（占 20.00%），选择

“费流量”的 3人（占 3.33%），选择“学习氛围不好”

的 40人（占 44.44%），选择“想念同学”的 3人（占

3.33%），选 择“ 更 愿 意 当 面 沟 通 ”的 19 人（占

21.11%），选择“其他”的7人（占7.78%）。

3.4 疫情过后，你来到学校的学习态度

选择“和以前一样”的 23人（占 25.56%），选择

“会好一些，更重视学校学习时光”的 51人（占

56.67%），选择“会比原来差一些”的2人（占2.22%），
选择“可能会更努力一些”的14人（占15.56%）。
3.5 针对这次疫情，你认为怎样的学习方式值得提倡

选择“将在线课程保持常态化”的 11人（占

12.22%），选择“理论课程可以提前在线学习”的 16
人（占 17.78%），选择“老师以答疑为主，课堂教学为

辅”的 11人（占 12.22%），选择“学生以自学为主”的

6人（占 6.67%），选择“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 16人
（占 17.78%），选择“线下为主，线上为辅”的 22人
（占24.44%），选择“其他”的8人（占8.89%）。

4 对调查情况的分析

4.1 对学生基本情况的分析

1）从学生的家庭所在地分布情况来看，农村学

生最多，占到大约2/3。虽然我国农村地区生活条件

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和城市生活相比，各个方面还

是有一定差距的。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农村

学生要进行在线学习，在网速等方面可能要受到一定

的限制，因此他们的学习情况相对来说就要差一点。

2）从学生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是否有过线上

学习（网络课程）的体验情况来看，选择“偶尔上”的

学生占 52.22%，超过了 1/2；另外“经常上”和“从未

上过”的学生各占 22.22%。由此可见，目前线上学

习（网络课程）已经开始初步走进学生的学习生活，

这也可能是未来大学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即除

了课堂现场教学之外，线上学习（网络课程）将有效

补充其不足，成为未来学生学习的一个有力辅助

工具。

3）从学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进行线上学习

经常使用的电子设备情况来看，使用“手机”的学生

占 70%，这主要是因为目前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家长对于学生在经济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现在大学生基本是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可以方便学

习和交流。

4.2 对学生学习情况的分析

1）对于中国大学 MOOC上老师的讲课视频，有

88.89%的学生能够观看 75%～100%的教学视频，

10.00%的学生观看 50%左右的教学内容。从中可

以看出绝大部分学生在疫情期间还是比较重视自

我学习的，虽然是其他学校教师的讲课视频，学生

还是怀着认真学习的态度在家通过网络进行了积

极学习。

2）从学生通过中国大学 MOOC线上听课掌握

知识点的情况来看，“全懂”的占 0%，52.22%的学生

能够做到“大部分懂”，还有 6.66%的学生“懂一点

点”和“完全不懂”。从数据可以看出一半多的学生

通过中国大学 MOOC的线上教学基本能够掌握所

学课程的重难点，但是也有少部分同学因为自身或

课程原因等情况掌握的知识点还是不太好，需要教

师进一步进行有效辅导。

3）67.78%的学生对于中国大学 MOOC单元测

验成绩是“十分满意”和“满意”的，但同时也有

6.67%的学生“不满意”测验成绩。因为在疫情期间

大部分课程都有次数不等的随堂单元测验，并且成

绩要计入总成绩，这就有效督促学生在学习的过程

中要认真听讲，及时掌握所学内容的重难点，然后

才能在随堂单元测验中取得比较理想的成绩。

4）教师通过学习通APP及时发布一些与课程

有关的资料，其中 17.78%的学生能够“完整的浏览

（100%左右）”，47.78%的学生“看了大部分（75%左

右）”，还有 25.56%的学生“看了一部分（50%左

右）”。从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能够及时查阅教

师在学习通APP发布的消息，从而确保在疫情期间

不会延误与课程有关的事情，这也是学生自律的一

个积极表现。

5）对于教师在学习通APP上发布的主题讨论活

动，62.22%的学生“全部参与（100%左右）”，25.56%
的学生“参与了大部分（75%左右）”，这两项的人数

达到87.78%。由此可见学生在疫情期间虽然是居家

自主学习，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还是很高，能够主动

参与教师发布的一些主题讨论，并且动脑进行了认

真思考，培养了他们勤于动脑思考的习惯。

6）疫情期间教师利用腾讯会议APP直播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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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认真听讲”（占 52.22%）和“听了大部分”

（占 37.78%）的学生为 90%，说明学生还是比较喜欢

和教师面对面地交流（隔着屏幕也算一种“面对面

交流”），毕竟人是一种群居动物，通过面对面交流

可以排除孤独，分享各自的喜怒哀乐。

7）教师利用腾讯会议APP直播重点的时候，“积

极交流互动”（占14.44%）和“交流互动”（占28.89%）
的学生占 43.44%，而“不太积极”的学生占 40.00%。

两者的比例比较接近，这也是目前许多地方农林院

校面对的一个问题，学生与教师的交流互动较少，有

相当多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保持“沉默”状态。

8）与以前在学校教室里的课堂理论教学相比，

认为“非常好”（占 14.44%）和“好”（占 38.89%）的学

生为 53.33%。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经过前半年的疫

情，有些学生已经逐步适应了“三位一体”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认为它可以有效弥补传统课堂教学的

不足；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居家学习，有一部分以

前学习成绩一般或较差且自控力不强的学生没有

课堂的束缚，教师也无法监管学生，所以他们可能

从思想上就彻底释放了，自我感觉良好。

9）从学生最大的愿望来看，53.33%的学生想

“回校学习”，占到一半以上。这可能是因为将近半

年的居家学习，学生独自一人在家缺乏学习氛围，

学习中容易走神，加上受到疫情的制约，学生的学

习效率还是受到很大影响。作为群居动物，学生还

是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冰冷的屏幕妨碍了学生之间

的亲密交流与有效互动。

10）对于不同教学方式的喜欢程度，53.33%的

学生选择“课堂教学”，排名第二的“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为 32.22%，纯粹的“线上教学（网络课程）”

仅有 11.11%，说明大部分学生还是喜欢在明亮的教

室里面进行现场课堂学习，这样可以及时跟上教师

的讲课节奏，并且可以师生、生生之间进行及时有

效沟通与了解。

4.3 对学生学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情况的分析

1）从疫情对学生学业的影响程度来看，选择

“严重影响”和“中等影响”的占到 51.11%，说明这次

疫情对于学生的学习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突如其

来的疫情，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习惯，打破了传

统的学习方法，对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选择“到校后需要老师讲解一下重难点”的

学生占 83.33%，学生虽然通过“三位一体”的混合式

学习完成了理论学习，但是每天面对着纯粹的网课

学习，教师和学生的直接交流较少，缺乏面对面的

交流互动，也没有良好的在校学习氛围，多多少少

地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

3）在影响线上教学的最主要原因中，选择“学

习氛围不好”的学生占 44.44%，排名第二位的“学习

效果差”占 20.00%。作为社会性的人，学生在学习

中还是喜欢有良好的学习氛围，这样可以自由地与

教师和朋友交谈，遇到问题可以及时解决。居家网

课学习则缺少有效的学习环境和氛围，面对冰冷的

屏幕，不能面对面和教师与朋友及时有效沟通。

4）疫情过后，从学生返校后的学习态度来看，

56.67%的学生选择“更重视学校的学习时光”。经历

过新冠疫情的考验，学生会变得更加成熟和理性，他

们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在校大学生活，珍惜在学校

的点点滴滴，这也是他们人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5）针对这次疫情，24.44%的学生选择愿意进行

“线下为主，线上为辅”的学习方式。线下学习可以

增强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线上学习可以有效拓展

学生的学习空间，两者相互促进，能够有效促进学

生的学习效果。

5 结 语

利用问卷星对 2020年春季学期进行的“中国大

学 MOOC线上听课与单元测验+学习通APP资料浏

览与主题讨论+腾讯会议 APP直播重点与交流互

动”的“三位一体”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了调查分

析，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学生在疫情期间比较重视自

我学习，基本能够掌握所学的专业知识，但由于居

家学习缺乏有效的学习氛围，这次疫情对于学生的

学习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疫情过后，56.67%的学生

会更加重视学校的学习时光。同时调查显示，“线

下为主，线上为辅”的学习方式也是未来教学改革

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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