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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基于超星平台的混合式在线教学模式研究
———以 “军事理论”课程为例

杨远良
( 西南石油大学 武装部，四川 成都 610500)

摘 要: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在线教学已经并将长期成为普通高校教学的主要方式
之一。本文首先分析了在线教学在学生端、教师端和平台端面临的主要问题。对此，本文创造
性地构建了一套基于超星平台的 “超星直播客户端 +超星泛雅平台 +学习通 APP”的混合式在
线教学模式，并在“军事理论”课程的各个教学环节进行了探索和实践，证明是一套统一完善、
行之有效、可以推广的在线教学模式。最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对后疫情时代普通高校在线教
学的三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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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nded Online Teaching Mode Based on Chaoxing Platform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Case of the Military Theory Course

YANG Yuan-liang
( Armed Forces Department，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Chengdu 610500，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ormalization of COVID-19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nline teaching has become and will become one of the main teaching method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r a long time．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of online teaching for students，teachers and
platforms． Accordingly，this paper creatively explores and constructs a set of blended online teaching
modes on the Chaoxing platform: Chaoxing Live Broadcast for Client + Chaoxing Fanya Platform +
Xuexitong APP，which has been adopted in each teaching step of the Military Theory course， thus
proving it to be a set of unified，effective and popularized online teaching mode． Finally，the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three enlightenments of online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post-
pandemic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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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0 年 初，一 场 突 如 其 来 的 新 冠 肺 炎

( COVID －19) 疫情席卷全国。为防控疫情，教育
部要求全国各高校开展在线教学，实现 “停课不
停教、停课不停学”［1］。面对疫情防控的常态化，
在线教学已经并将长期成为普通高校教学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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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之一。面对课堂教学转变为在线教学带来的
挑战，如何利用网络平台高质量地完成在线教学，
成为广大教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超星平
台在高校中被广泛使用，所以对其在线教学的研
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在前人的研究中，
大多都是基于单一的超星平台，如学习通 APP、超
星泛雅等，或与其他非超星平台混合使用，在实
践中存在着不完整、不互通、不便捷等缺点。刘
强、王文君等［2 － 3］曾分别探索了基于 “超星直播
+学习通”和“超星泛雅平台 +学习通”的在线
教学实践，进一步丰富了基于超星平台的在线教
学研究，但是并没有完全解决在不同条件下、不
同对象和端口面临的实际问题。基于此，本研究
在疫情期间构建的基于超星平台的 “超星直播客
户端 +超星泛雅平台 +学习通 APP”的混合式在
线教学模式，弥补了前人基于超星平台在线教学
研究的不足，并经过 “军事理论”课程各个教学
环节的成功探索和实践，证明是一套统一完善、
行之有效、可以推广的在线教学模式，并为后疫
情时代普通高校在线教学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启发。

二、新冠肺炎疫情下在线教学面
临的主要问题

( 一) 学生端: 学习需求难以满足，学习效果
有待提高

与传统课堂学习相比，学生在线学习是与教
师非面对面的不可视化学习，教师难以实时督导
学生的学习状况，遇到问题难以及时反馈，教师、
同学之间的互动性差，难以满足学习需求。而且
缺乏学习氛围，学习主动性不强或自控能力较差
的学生的学习效果更是有待提高。根据 2020 年 5
月西南石油大学发布的一份本科线上教学质量报
告，学生认为线下学习效果普遍更好的占
53. 60%，在线学习更好的仅占 11. 61%，二者差
不多的占 16. 96%，视情况而定的占 17. 83%，说
明学生更认同面对面课堂学习的重要价值［4］。

( 二) 教师端: 部分教师信息素养较低，运用
能力有限
“信息素养”最初是指 “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

及主要信息源，使问题得到解决的技能”［5］。王吉
庆进一步认为，信息素养的本质包括信息意识情
感、信息伦理道德、信息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和
操纵、利用、开发信息的能力［6］。良好的信息素

养是确保在线教学过程有序、顺利开展的关键因
素［7］。但是部分教师尤其是中老年教师信息素养
水平较低，运用能力有限。根据厦门大学发布的
《疫情期间高校教师线上教学调查报告》 ( 以下简
称《疫情教学报告》) ，参与调查的全国 187 所高
校的 5，443 名教师中，有 79. 57%的教师在疫情之
前未开展过在线教学，截止 3 月 17 日，这一比例
下降至 2. 81%，说明至少有 76. 76%的教师是在疫
情期间首次开始在线教学的［8］。面对新的在线教
学方式，很多教师对在线教学平台操作、在线教
学方法、与学生互动、活动组织、管理考核等方
面感到担忧。

( 三) 平台端: 单一平台功能有限，教师需多
平台切换

疫情期间，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在线教学使在
线教学平台成为“热宠儿”，如超星学习通、腾讯
课堂、钉钉等。但是无论哪一个单一的教学平台，
它的功能都不完善。如超星学习通，只能在移动
端下载使用，不能在电脑端使用; 腾讯课堂和钉
钉则缺乏讨论、分组、统计报告等内容。所以，
很多教师同时使用多个教学平台，尤其是不同公
司开发的不能互通的教学平台，意图随时切换平
台来满足教学需求。仅 《疫情教学报告》统计到
的平台就多达 100 多个，且仅有 17. 42%的教师每
门课使用一个平台，54% 的教师使用 2 个平台，
24. 69%的教师使用 3 个平台，3. 89%的教师使用
4 个及以上的平台，最高可达 10 个［9］。这种教学
平台使用的随意性、分散性，忽略了给学生造成
的负担和抵触情绪，并造成课堂管理混乱、学习
数据不统一等问题。

三、基于超星平台的混合式在线
教学模式探索和实践

( 一) 基于超星平台的混合式在线教学模型的
构建

关于在线教学，很多师生曾经存在误区，认
为在线教学等同于 “直播课堂” “网上打卡”或
“教学外包”，这是非常错误的［10］。其实，在线教
学模式多种多样。焦建利等曾归纳出网络在线课
程、网络直播教学、学生自主学习和电视空中课
堂四种疫情期间典型的在线教学模式。其中，网
络直播教学因师生交互水平和社会临场感较强，
具有其他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11］。程雪姣等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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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通过对比研究，认为教师出境直播比不出镜直
播的教学效果更好［12］。本研究构建的 “基于超星
的混合式在线教学”就是一种教师出镜直播教学
的模式，但并不是利用单一的超星平台，而是创
造性地混合利用超星公司针对不同端口和对象开

发的包括超星直播客户端 ( PC 端) 、超星泛雅平
台 ( PC端) 和学习通 APP ( 移动端) 的综合性系
统，三者互联互通，信息同步，功能互为补充，
可以形成一个比较统一完整的在线教学与学习体
系，具体界面如图 1 所示。

图 1 超星直播客户端 (左上)、超星泛雅平台 (左下) 和学习通 APP (右) 界面

其中，超星直播客户端是主要针对教师下载
使用的 PC独立客户端，具有直播、回放、屏幕共
享、连麦、在线交流等功能，可以满足教师在线
直播授课的基本需求; 超星泛雅平台则是超星公
司打造的新一代网络教学平台，具有类似慕课的
庞大网课资源，学生可以在线学习与选修课程，
很多学校都利用此平台建设了自己的在线教学系
统，如西南石油大学的“课程中心”; 学习通 APP
则是只能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端下载使
用的移动教学工具，与电脑端的超星泛雅平台相
似，但是增加了录课、直播、在线交流等功能。

从功能上基本可以认为: 超星直播 + 超星泛
雅 =学习通。但是，对绝大多数教师而言，使用
手机在学习通 APP 在线教学并不方便，而使用电
脑在超星直播客户端授课和交流、在超星泛雅平
台管理、组织活动和考核更加具有实际操作性。
对学生而言，则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主选择
不同终端完成所有学习内容。这种基于超星平台
的“超星直播客户端 + 超星泛雅平台 + 学习通
APP”的混合式在线教学模型保证了在不同条件
下、针对不同对象和端口的所有在线教学与学习活
动的统一完整和互联互通，具体模型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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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超星平台的混合式在线教学模型

( 二) 专题式微课直播教学方法的设计与实施
1. 在线教学设计
良好的教学设计是顺利开展教学活动的重要

基础，对于较难实时把控的在线教学而言尤其如
此。在线教学由于临场感和交互感比不上课堂教
学，学生长时间学习容易松懈和疲劳，所以不宜
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应该运用新型教
学方法。“军事理论”是国家规定每一所普通高校

都应该开设的大学生公共基础必修课，以此为例
进行探索和实践对其他课程也有普遍的示范意义。
笔者结合课程内容和在线教学的实际，运用了专
题式微课直播教学的教学方法，构建了 “微课 －
答疑 －测评”的上课模式，具体教学设计见表 1。
这种教学设计结合了专题式教学、微课和直播教
学的优点，符合学生在线学习的特点和规律，能
够帮助学生提高在线学习效率。

表 1 以专题式微课直播教学为例的在线教学设计

阶段 时间 主要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前 7: 40—8: 00 签到 发布【签到】，建立直播间 在线签到，进入直播间

第一节

8: 00—8: 20 小专题 1 直播讲解，互动交流 学习、记录、互动

8: 20—8: 25 讨论答疑 集中直播答疑 提问、讨论 ( 连麦或打字)

8: 25—8: 45 小专题 2 直播讲解，互动交流 学习、记录、互动

8: 45—8: 50 讨论答疑 集中直播答疑 提问、讨论 ( 连麦或打字)

课间 8: 50—8: 55 休息 休息 /播放视频 休息 /观看视频

第二节

8: 55—9: 15 小专题 3 直播讲解，互动交流 学习、记录、互动

9: 15—9: 20 讨论答疑 集中直播答疑 提问、讨论 ( 连麦或打字)

9: 20—9: 30 章节测验 发布【随堂练习】 完成测验

9: 30—9: 35 讲解总结 讲解测验题，总结本节内容 提问、记录、回顾

课后 讨论 发布【讨论题】，随时评阅 思考并参与讨论题

说明: 可以依据具体实际调整时间安排。

2. 在线教学实施过程
( 1) 活动准备阶段: 教师应在课前提前登陆

超星泛雅平台，利用 【活动】功能准备好签到、
随堂练习等活动。在准备随堂练习时，教师可以
对题型、题量、积分、时长等进行详细设置; ( 2)

课程建立阶段: 课前按时向学生发布 【签到】后，
教师在电脑上登陆超星直播客户端，创建直播课
程，并将上课所需课件、视频等上传解码，做好
直播上课准备。并将直播链接插入所建在线课程
中，或者利用超星泛雅平台 【通知】功能将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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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邀请码或二维码发送给学生，学生可以在
不同终端登录学习; ( 3 ) 直播答疑阶段: 教师根
据设计好的小专题进行内容讲解，并随时通过直
播间右侧的聊天群或 “连麦”的方式与学生互动
交流。在每个小专题讲解完毕后，再专门留下 5 分
钟左右时间集中答疑，及时解决学生对此专题内
容的疑惑; ( 4) 章节测验和总结阶段: 在本节专
题全部讲解和答疑完毕后，利用超星泛雅平台发
布提前预设好的【随堂练习】。练习结束后超星平
台会自动统计和显示作答情况，教师可以进行有
针对性的试题讲解和课程总结; ( 5 ) 课后扩展阶
段: 教师在每次课程结束后利用超星泛雅平台的
【讨论】功能，发布与本节内容有关的课后讨论题，
鼓励学生在课后参与主题讨论，巩固和扩展学习
内容。

( 三) 基于超星平台的在线课堂管理与活动
组织

1. 在线课堂管理
面对学生从共位集中式的课堂学习到异位散

布式的在线学习的巨大变化，如何进行在线课堂
管理、在不可视状态下约束学生学习行为是教师
在线教学的一大难题。笔者充分利用超星平台的
各种工具和功能，在 “军事理论”课程中进行了
探索和实践。第一，在学生到课率方面，严格要
求学生到课纪律。利用超星平台的 【签到】功能，
要求学生课前 20 分钟内在线签到，如过期签到则
可视为“迟到”; 利用每次课程结束前的 【随堂练
习】功能，限定 10 分钟内完成，若没有完成则可
视为“早退”; 课程结束后利用超星泛雅平台的
【个人直播间】－【直播详情】－【观看统计】功能，
查看学生观看本课直播的时长，如果时长太短或
无记录，则可以结合是否完成签到和随堂练习来
综合判定是否“缺勤”。教师可以根据实际判定情
况在课前发布的 【签到】中设置和修改学生的到
课状态。第二，在学生学习过程中，要求认真听
讲并做好笔记，按时完成各项学习任务。将学生
的签到、随堂练习、直播观看、讨论等各项课堂
成绩全程向学生公开，强调期末考核也会重点考
查学生的课堂学习内容，以考核倒逼学生自觉
学习。

2. 在线活动组织
随着课堂教学转变为在线教学，如何将原有

的线下活动转变为线上活动是教师在线教学的另
一大难题。然而，余胜泉等认为 “学习活动是在

线学习时空分离状态下教与学再度整合的桥
梁”［13］。实际上，在线活动正好可以帮助教师与学
生实现在疫情防控下的深度交互。按照大纲规定，
“军事理论”课程要进行 5 次课外实践活动，包括
4 次分散活动和 1 次集中活动。下面以此为例，简
要介绍活动过程: ( 1 ) 分散活动。分散活动相对
比较简单，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主分散进行
的实践活动，如补充性教学视频学习、军事优秀
视频观影、战例或人物研究等，同时，学生完成
相应报告提交至超星 【作业】平台供教师在线批
阅; ( 2) 集中活动。传统集中活动可以组织学生
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共同完成，但在线集中活动
则可以充分利用超星 【活动】中的 【分组任务】
功能来完成。可以根据学生能力及意愿的不同，
构建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活动小组，共同完成
活动任务及作业。同时还可以灵活设置由教师评
价、组内互评、组间互评和自评组成的评价体系。
如“主要国家军力发布”活动，将学生分成几个
小组，分别完成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
家的军力展示。各小组通过分工协作、共同讨论，
制作 PPT以及演讲稿，选派小组代表利用学习通
APP中的 【速课】功能录制一个微课视频上传展
示，在完成评价后，一项在线集中活动便基本
完成。

(四) 突出过程性考核的多元化在线课程考核
体系

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发展，重视过程性考核、
打破“一考定成绩”的传统考核方式成为了教育
界的共识。在线课程可以充分发挥在线教学平台
的信息优势，改革和探索考核体制。以 “军事理
论”课程为例，平时成绩可以利用超星平台的
【签到】、【随堂练习】、 【讨论】、 【分组活动】、
【作业】等功能来完成，超星平台都会自动记录和
统计; 期末成绩则可以利用 【考试】功能来完成。
超星平台提供了丰富的题型和详细的功能设置，
完全可以支持开卷考核、报告及活动考核等形式。
对于闭卷考核，若统一使用手机端考核则可以实
现一部智能手机同时答题和监考。若使用电脑端
或混合终端的考核，则可以用一部智能设备答题，
另一部智能设备打开 “腾讯会议”等具有视频录
像功能的软件进行监考。笔者在西南石油大学
2020 年春季学期统一组织的期末闭卷考核中使用
了后者的监考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
“军事理论”课程充分利用超星直播客户端、

75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21 年第 4 期 ( 总第 205 期)

超星泛雅平台和学习通 APP 互联互通、数据同步
的优势，构建了客观准确、完善合理、公开透明
的多元化在线课程考核体系，具体构成见表 2。这
种考核体系有以下三点优势: 第一，去除了教师
对课堂成绩的主观随意成分，全部以超星系统自
动记录的学生数据为依据; 第二，教师可以结合

大纲要求和在线教学的实际，设置内容全面、构
成合理的成绩比例体系，超星系统会自动统计和
分析; 第三，学生成绩构成、各项所占比例、各
项成绩标准和学生实际完成情况，都可以做到信
息透明、数据公开，学生可以在学习过程中随时了
解自己的学习状况，从而反过来督促自己的学习。

表 2 以“军事理论”为例的多元化在线课程考核体系

成绩类型及比例 评分标准 评定形式

平时成绩
70%

课堂成绩
40%

活动及作业
成绩
60%

签到 20% 正常签到 1 次 + 1，签到数达 8 次为满分 超星自动统计

直播观看 20% 按观看时长平均分配，满 600 分钟为满分 超星自动统计

随堂练习 40% 按获得积分平均分配，满 800 积分为满分 超星自动统计

讨论 20% 回复 1 次 + 10，获赞 1 次 + 3，满分 100 分 超星自动统计

4 次分散活动
80%

自主学习后分别提交作业，按作业评分标准评定，每次
满分 20 分，共 80 分

教师在线批阅

1 次集中活动
20%

分组活动后提交视频及资料，四方共同评定，满分
20 分

教师评价、组内互评、
组间互评和自评

期末成绩
30% 开卷考核，按各试题答案标准评定，满分 100 分 教师在线批阅

说明: 可以结合大纲规定和在线教学的实际，自主划定考核事项及所占比例。

(五) 通过实践检验的在线教学模式评价
1. 教学效果好，学生评价高
课程实践证明，基于超星平台构建的 “超星

直播客户端 +超星泛雅平台 +学习通 APP”的混
合式在线教学模式能够保证学生高质量的在线学
习效果，实现与课堂教学 “实质等效”。绝大多数
学生遵守课堂纪律，学习态度认真，交流互动热
烈，活动参与积极，有效达到了增强国防知识、
提高国防意识的教学目标。笔者在课程结束后利
用超星平台的【问卷】功能，对在线教学的 11 个
教学班进行了关于教学评价的在线调查。结果显
示，在限定时间内共有 981 位学生参与调查，参与
率为 95. 71%。在对“军事理论”课程的总体评价
中，学生评价平均分为 8. 73 分 ( 满分 10 分，共设
置 0 － 10 分 11 个选项) 。与同期的其他在线教学课
程相比，认为 “军事理论”教学效果较好的占
81. 14%，较 差 的 仅 占 0. 41%，差 不 多 的 占
14. 58%，说不清的占 3. 87%。

2. 平台互联互通，数据全面客观
与传统的课堂教学相比，在线教学可以利用

平台的信息优势。超星直播客户端、超星泛雅平
台和学习通 APP 都是超星公司研发的针对不同对
象和端口的在线教学平台，基于三者构建的混合

式在线教学平台系统可以实现互联互通、数据共
享。学生使用一个账号，无论在哪个超星平台完
成的学习任务，超星系统都会详细记录和共享，
即超星系统可以实时记录学生所有在平台的学习
痕迹，并进行统计和分析，还可以形成学习报告，
教师可以依据这些全面客观的数据对学生的学习
行为和成绩进行评判。在课程归档时，还可以根
据需要将这些资料导出保存，作为在线课程的电
子档支撑材料，非常方便。通过长期实践，三个
超星平台虽然偶尔会出现数据记录或同步延迟的
问题，但没有出现过数据错误的情况，实际上并
不影响成绩评定。

四、对后疫情时代普通高校在线
教学的启示

( 一) 在线教学有独特优势，需要进一步研
究、运用和发展

相对于课堂教学，在线教学可能会给学生、
教师、平台带来一些问题。但是通过对在线教学
的深入研究和实践，如本研究的基于超星的混合
式在线教学模式，不仅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还可以发挥在线教学的一些独特优势: 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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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学习自由、方式
灵活、针对性强，可以充分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
性，将学习模式从 “被动全面接受”变为 “主动
部分选择”; 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利用信息化平台
的优势，向学生传播和分享更多更好的教学内容
和资源，提高学生获取知识的便捷度、选择性和
有效性。所以，广大师生不能固守传统教学观念，
以在线教学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就抵触或歧视在
线教学。相反，要充分利用在线教学的独特优势，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率。当
然，目前在线教学还在蓬勃发展中，还需要进一
步提升广大教师的信息素养，在教学模式的信息
化、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教学过程的规范化、考
核体系的标准化等方面进一步研究、运用和发展。

( 二) 在线教学与课堂教学应长期共存、互相
融合

在当前教育发展阶段下，传统课堂教学思想
根深蒂固，新型在线教学模式方兴未艾，单独使
用一种教学方式可能并不容易被广大教师和学生
所接受。根据厦门大学发布的 《疫情教学报告》，
教师愿意在疫情后 “继续采用线上教学”的均值
为 3. 24，“不采用线上教学”的均值为 2. 75，愿
意“采用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均值最高，
为 3. 98［14］。根据 《疫情学习报告》，学生愿意在
疫情后“继续采用线上教学”的均值为 3. 05，“不
采用线上教学”的均值为 3. 14，愿意 “采用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均值也最高，为 3. 43［15］。
究其原因，固然存在大多数教师在线教学能力低
下、效果较差等因素，但在线教学与课堂教学各
有长短，不同的课程可能更适合不同的教学模式，
在疫情严重时期全面开展在线教学是 “不得已而
为之”。在后疫情时代，只有在线教学与课堂教学
长期共存、相互融合，才是未来学校教育尤其是
高校教育的发展趋势。

( 三) 新冠肺炎疫情对教育信息化发展既是挑
战，更是机遇

教育信息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国家的
重要战略。《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加快信
息化时代的教育变革，到 2035 年总体实现教育现
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16］。在国家的推动下，
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020 年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国师生被迫展开了一
场“全体在线教学运动”，为教育信息化发展带来
了一场“突击大考”。事实证明，全国教育系统经

受住了疫情带来的挑战，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然而，疫情对普通高校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既是挑
战，更是机遇。亦如 2003 年非典疫情使电视广播
空中教学成为主流模式，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则促进了电脑和手机网络在线教学的蓬勃发展。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在疫情最严峻的 2020 年
春季学期，全国所有普通本科高校全部实施了在
线教学，108 万教师开出了 110 万门课程，合计
1，719万门次; 参加在线学习的大学生达 2，259 万
人，合计 35 亿人次［17］。杨斌等甚至认为，疫情期
间前所未有的线上教育社会实验催化了 “互联网
+教育 3. 0 时代”，在线教育突破只重知识传授的
桎梏，开始探索实现能力提升、社群构建、身份
认同、价值塑造等更为本质的教育目标和理念的
方法路径［18］。

五、结语

当前，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在总体上已经得到
了有效控制，但出现多点发生、局部暴发的态势。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各个高校虽然总体恢
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但是时刻面临着疫情爆发
的风险，必须做好完善的教学准备和方案。在线
教学当前不仅不会停止，未来还会有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教育工作者应该充分总结疫情期间在线
教学的经验教训，推动后疫情时代的教育教学改
革和教育信息化发展。本文所探索的基于超星平
台的混合式在线教学模式，以及在 “军事理论”
课程中的成功实践，希冀可以为后疫情时代普通
高校的在线教学提供有益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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