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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学改革视角下 
高校在线教育的普适性推广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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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中国教育部全面部署统筹做好教育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教育改革发展工作。
各高校应该结合本校实际情况，积极开展教学内容改革和教学模式与方法创新，确保网络安全和运行稳定。疫情导

致全球高校寻找教育教学改革突破口，给在线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当前在线教育市场推广机制相关的研

究较少，定量实证研究较少。本文基于教学改革视角下来研究高校优质在线教育资源的普适性推广机制，着重研究

在线教育评价和在线教育市场推广影响因素，对于高校教育教学的改革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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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Covid-19 大流行使全球高等教育发生了最迅速的

变化，防止面对面教学的社会隔离措施所必需的，这

使得高等教育机构几乎立即转向远程教育（Longhurst, 

Georga J,2020）。参加在线教育学习可以缩小全球知识

(Downes SR,Lykina T,2020)。新冠肺炎已导致所有学习、

教学和评估都转移到网络领域，在线迁移对教师的教

学角色和个人生活造成影响（Watermeyer R ，2020）。

有和没有网络教学经验的教师转向了网络教学，没有

网络教学经验的教师需要学习如何在线教学（Johnson 

N，2020）。在线学习工具决定了教学效果，为教师

和学生提供教育和信息支持是隔离区远程教育有效实

施的重要条件（Terenko O，2020）。由于缺乏连接互

联网的资源、学习管理系统和低技术软件，在线学习

将许多农村学习者排除在教学和学习之外（Dube B，

2020）。在线教育导致学生压力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对

期末考试和评估的不确定（Moawad RA，2020）。学生

的评价和对在线学习的良好感知在实施在线学习中起

着重要作用（Ana  A，2020）。

疫情防控背景下大规模在线教育教学工作，提出

要通过教学方法创新推动教学改革的整体突破，使人

工智能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赵继，谢寅波，2020）。

在线教育存在资源利用不足、学校对在线教育的认识

和准备不足、教师应对在线教学的能力不足等问题

（孟久儿，2020）。导致网络学习效果不佳因素主要

为直播效果差、学习氛围缺失、知识讲授重复等方面。

数字鸿沟正在加剧教育的不公平，学生个体之间的资

源分布存在不均衡的情况，疫情下对教师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徐瑾劼，2020）。针对当前在线教育实施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网络环境和硬件设备、整合优

质在线教育资源和管理平台、健全在线教育法律制度

和监管机制等应对策略（付卫东，周洪宇，2020）。

对在线教育网站用户满意度影响作用较大的指标是信

息质量、系统质量和交互质量（程慧平，肖爱森，

2020），提出“旨在满足学习者内容体验的在线课程

内容质量评价”是在线课程质量评价的新视角（黄璐，

2020）。在线教育的理念、在线教育的保障与供给、

师生素养与能力、教育信息化企业服务水平与质量、

家校共育等仍是影响在线教育发展的潜在因素（王继

新，2020）。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对在线教育研究如：在线

教育对教育模式的改革，在线教育对老师、对学生的

影响，在线教育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在线教育的

评价等方面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还存在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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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有待于深入研究。 

二、高校在线教育推广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针对高校在线教育

推广研究还不完善，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具体如下 :

（一）关于在线教育市场推广的理论分析框架研

究不够系统和严密；

（二）缺乏关于影响在线教育评价和推广的相关

数据指标统计的系统化、标准化调查框 ；

（三）在线教育市场推广机制研究不够深入；

（四）高校优质在线教育资源推广状况的测算方

法存在测度困境；

（五）缺少关于在线教育市场推广的政策和保障

体系研究；

因此，本文将对高校优质在线教育资源的普适性

推广机制进行研究，主要从政府、学校、教师、学生、

企业、IT 技术多个维度展开研究，构建在线教育推广

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云南省高校在线教育

资源推广现状展开研究，建立一套完善的共享优质在

线教育资源的普适性推广机制，进而推动在线教育的

发展。

三、高校在线教育推广机制研究目的

高校在线教育资源的有效推广，有利于帮助高校

教育教学改革的突破，本文研究主要包括理论创新方

面、实践运用方面、服务决策方面的目标，具体如下：

（一）理论创新方面的目标

构建高校在线教育推广的理论分析框架；

研究影响高校在线教育推广的因素；

（二）实践运用的目标

构建高校在线教育推广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和测

度模型；

评价分析高校共享优质在线教育资源推广中存在

的问题；

（三）服务决策方面的目标

提出高校共享优质在线教育资源推广的策略和政

策保障措施；

建立一套完善的高校共享优质在线教育资源的普

适性推广机制；

四、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本文使用问卷调查法、定性以及定量分析等方法

相结合，通过定性分析法构建在线教育推广的理论框

架，并依据在线教育市场推广的影响因素研究分析，

建立在线教育市场推广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以及模型

分析，使得其定量化、科学化、标准化，寻求影响在

线教育推广的关键影响因子，使得研究方法更加全面

细致深入。

（一）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

收集、阅读了大量国内外在线教育及推广的相关

文献、理论，对各种理论进行研究、分类、对比、总结。

为本文选题和写作提供研究方向和理论支撑，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2. 定性分析法

扎根理论法是定性分析法中的一种，扎根理论法

是一种旨在建构理论模型的方法，通过对现象进行整

理、分析和归纳总结得出结果的方法。目前还没有针

对在线教育推广的成熟理论模型，因此本文拟将运用

扎根理论法在研究中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模型。

3. 问卷调查法

本文研究中为了高效地收集云南省高校在线教育

推广的相关影响因素及现状，使用在线问卷调查来采

集数据；

4. 案例研究法

针对云南省在线教育做的好的高校进行调研，作

为案例展开分析，更具有代表性和支撑性。

5. 定量分析法

针对云南省高校优质在线教育推广的影响因素测

度模型及评价，需要使用 SPSS 工具对问卷调查的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以及信度、效度检验，以此来支持本

文的论证。

（二）研究内容

1. 研究准备

参考文献资料收集；数据核实与整理；理论与方

法总结；



·20·        现代教育与实践

2020 年 2 卷 11 期  ISSN:2737-4297(Print); 2705-1358 (Online)

2. 理论构建

明确在线教育，在线教育推广内涵和特征；分析

在线教育推广范式；从微观和宏观的层面构建在线教

育推广的理论体系；构建在线教育推广影响因素评价

指标体系；构建在线教育推广影响因素测度模型；

3. 实证分析

对云南省高校学校开展调查研究，通过问卷调查

的方式收集数据；使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方法评价疫

情下共享优质在线教育资源推广的现状；分析存在的

问题及原因；

4. 措施建议

从战略、市场、产业、技术四个层面提出高校在

线教育推广的策略和路径；针对高校在线教育推广存

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政策保障措施。

五、结论

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教育改革的视角下，针对在

线教育的普适性推广问题，从政府、学校、教师、学生、

企业、IT 技术几个维度展开研究，评价分析高校优质

在线教育资源推广中存在的问题，建立一套完善的共

享优质在线教育资源的普适性推广机制，为在线教育

对教育模式的改革提供理论支撑，为在线教育效果评

价提供标准体系，能够有效推动在线教育的发展和提

升在线教育的效益和效用。此外，还为高校优质在线

教育资源推广提供有效的策略和政策保障措施，为在

线教育发展提供理论意见和实践参照，同时，也能为

国家教育相关部门决策者提供教育改革的决策以及参

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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