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上教学第五周，学校线上教学工作按教学计划有序

开展，平稳运行。本周学校着力推广我校线上教学典型案

例，教师共享线上教学经验，取长补短，提升教师线上教

学技能；同时，学校更加关注学生线上学习状态和学习效

果，于 4月 2至 9日期间以线上调查问卷的形式开展了《西

藏民族大学疫情期间线上学习调查》，全校共有 6432 名

学生参与调查，为我校进一步完善优化线上教学方案提供

依据。 

一、线上教学总体情况 

经过五周的线上教学运行，我校应用的慕课课程资源

平台和教学管理平台基本稳定，线上教学教师 497 人，使

用雨课堂平台占比 77.96%，使用 QQ 群占比 15.96%；课堂

教学活动总量处于动态稳定状态（排除清明节法定节假日

因素），前五周教学活动对比如下： 



二、我校疫情期间线上学习调查报告 

（一）调查基本情况 

为切实掌握我校学生线上学习状态和学习效果，反哺线

上教学工作，4月 2 日至 4月 9日，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中心

以线上匿名形式对全校本、专科学生进行《西藏民族大学

疫情期间线上学习调查》，共有 6432 名学生参与了调查，

学生覆盖率达 64.4%（考虑大四、大五学生在线课程较少，

本次调查参与度不高的实际情况，本次调查的学生覆盖率

实际上是很高的）。 

（二）问卷构成 

问卷由 17 个问题组成，1-5 问题分别调查性别、所在

地、学院、年级、专业等基本信息；6-7 问题分别调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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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开课情况、使用平台情况等基本信息；8-10 问题分别

调查学生对线上学习方法、学习自信及有效学习方式等主

观感受；11-13 问题分别调查学生线上学习行为、学校支

持内容和学习条件等基本信息；14-15 问题分别调查线上

学习效果自我评测及优缺点；16 问题分别对传统教学、

线上教学模式进行打分；17 问题调查学生对扩大线上教

学课程范围的主观意愿。 

（三）调查结果 

1.性别。调查对象共 6432 名人，其中男生 2498 人，

占比 38.84%；女生 3934 人，占 61.16%。 

2.年级。大一新生 2020 人，占比 31.41%；大二学生

1812 人，占比 28.17%；大三学生 1802 人，占比 28.02%；

大四学生 792人，占比 12.31%；大五学生 6人，占比 0.09%。

考虑大四、大五课程较少，参与度不高，其他年级参与度

都相对较高，调查具有很高普遍性。  

选项 小计 比例 

1.大一 2020 31.41% 

2.大二 1812 28.17% 

3.大三 1802 28.02% 

4.大四 792 12.31% 

选项 小计 比例 

A.男 2498 38.84% 

B.女 3934 61.1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6432  



5.大五 6 0.0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6432  

3.所在地。区内学生 3067 人，其中区内城镇学生 801

人区内农村学生 2122 人区内偏远农牧区学生 144 人。区

外学生 3365 人，其中区外城镇学生 1809 人，区外农村学

生 1537 人，区外偏远农牧区 19 人。 

选项 小计 比例 

1.区内城镇 801 12.5% 

2.区内农村 2122 33% 

3.区内偏远农牧区 144 2.2% 

4.区外城镇 1809 28.1% 

5.区外农村 1537 23.9 

6.区外偏远农牧区 19 0.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6432  

4.所在学院。各学院的参与程度都比较高，数据上马

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参与人数较少。 

选项 小计 比例 

信息工程学院 1207 18.77% 

外语学院 385 5.99% 

马克思主义学院 53 0.82% 

文学院 431 6.7% 

法学院 430 6.69% 

财经学院 630 9.79% 

管理学院 615 9.56% 



教育学院 770 11.97% 

民族研究院 327 5.08% 

医学部 873 13.57% 

体育学院 336 5.22% 

新闻与传播学院 375 5.8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6432  

5.所在专业。调查覆盖 54 个本科专业，极个别专业

学生参与度不高，或与招生及所在年级情况相关。 

选项 小计 比例 

财务管理 159 2.47% 

财政学 84 1.31% 

国际经济与贸易 23 0.36% 

会计学 159 2.47% 

金融学 16 0.25% 

经济统计学 26 0.4% 

劳动与社会保障 91 1.41% 

统计学 72 1.12% 

法学 387 6.01% 

社会工作 43 0.67% 

档案管理 56 0.87% 

工商管理 134 2.08% 

公共事业管理 28 0.44% 

行政管理 125 1.94% 

旅游管理 72 1.12% 



人力资源管理 101 1.57% 

文化产业管理 99 1.54% 

教育技术学 119 1.85% 

教育学 114 1.77% 

数学与应用数学 25 0.39% 

小学教育 196 3.05% 

学前教育 273 4.24% 

应用心理学 43 0.67% 

思想政治教育 45 0.7% 

哲学 8 0.12% 

历史学 147 2.29% 

民族学 106 1.65% 

文物与博物馆学 74 1.15% 

体育教育 312 4.85% 

运动训练 24 0.37% 

尼泊尔语 30 0.47% 

日语 1 0.02% 

印地语 41 0.64% 

英语 313 4.87% 

汉语言文学 302 4.7% 

秘书学 129 2.01% 

播音与主持艺术 56 0.87% 

广播电视学 98 1.52% 

广告学 33 0.51% 



新闻学 187 2.91%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63 0.98% 

工业工程 75 1.1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83 4.4% 

计算机网络技术 56 0.87% 

数字媒体技术 129 2.01% 

通信工程 193 3% 

土木工程 114 1.77% 

网络工程 142 2.21% 

网络空间安全 51 0.79%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01 1.57% 

护理 130 2.02% 

康复治疗学 23 0.36% 

临床医学 678 10.54% 

医学检验技术 43 0.6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6432  

 

6.线上学习使用平台。学生使用平台情况基本符合学

校对开课平台要求。同时，还存在较多其他线上平台使用

情况，说明老师有自己使用线上平台的习惯，并且通过不

同课程的专业性考虑，老师们是用多种方式来展示教学素

材。 

选项 小计 比例 

1.中国大学 MOOC（爱课程） 5395 83.88% 



2.智慧树（知到） 1739 27.04% 

3.雨课堂 5895 91.65% 

4.对分易 1919 29.84% 

5.钉钉 403 6.27% 

6.QQ（包括腾讯课堂、腾讯视频会议） 4765 74.08% 

7.微信 2815 43.77% 

8.云班课 413 6.42% 

9.课堂派 349 5.43% 

10.学堂在线 273 4.24% 

11.其他，请注明: 731 11.3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6432  

7.对线上教学软件或平台相关模块的掌握程度。超过

85%的学生表示对线上教学中的使用教师上传的学习资料、

提交课堂习题、提交课后作业、参与测验考核、参与讨论

区讨论及与老师交流互动等环节能较为熟练掌握，其中更

为擅长提交课后作业。（下图 1代表“根本不会”，2代

表“不大熟练”，3 代表“一般熟练”，4 代表“比较熟

练”，5代表“十分熟练”） 

 

 

 

 

 

8.在线学习信心。超过 90%的学生对较好完成线上学



习任务、提交作业有信心；超过 85%的学生对取得较好课

程成绩有信心。（下图 1代表“极不同意”，2代表“不

大同意”，3代表“一般同意”，4代表“比较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 

 

 

 

 

 

10.认为有效的在线学习行为。超过 90%的学生对于

在线观看学习资料、参与线上课堂讨论、在线测试并提交 

 

 

9.对于按时提交线上作业学生均表示对于线上教学

有很大的帮助，极少数学生对以上方式提出了否定看法。

（下图负数表示不同意，正数表示同意，绝对值越大程度

越大） 

 

 

 

 

 

 

 



 

10.学生普遍采用的学习行为。对于设立学习目标、

设立学习日程表、学习自我检测、学习自我反省、寻求他

人帮助等学习行为，数据分布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即大多

数学生均能采用相关手段行为督促自我学习提高。（下图

1代表“从未”，2代表“偶尔”，3代表“一般”，4代

表“经常”，5代表“一直”） 

 

 

 

 

 

 

 

 

11.来自学校的帮助。线上教学期间，学校提供线上

平台使用指导、发放教辅资料、通讯补助以及提供心理咨

询等线上学习支持，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较快适应线上教

学要求，85.76%学生表示获得平台使用指导；40.03%的学

生表示获得学校通讯补助；54.98%的学生表示获得心理咨

询与辅导支持；68.28%的学生表示获得教辅资料支持，由

于对于教辅材料理解不同，31.72%的学生表示未获得教辅

资料支持。（下图 1代表“是”，0代表“否”） 

 



 

 

 

 

 

 

 

12、学生线上学习条件。从硬件环境来看，近 90%比

例的学生能够拥有比较良好的学习环境、网络支持和设备，

仍有一部分学生由于硬件设施问题影响线上教学的教学

效果。并且，通过学生所在地和线上学习条件的相关分析，

区内学生与网络条件呈正向弱相关，即区内部分学生受网

络条件的影响大于区外学生，可考虑线上非直播、作业等

方式弥补，但整体来说，线上学习条件基本可以满足正常

学习需求。（下图 1代表“从来没有”，2代表“偶尔拥

有”，3代表“一般拥有”，4代表“经常拥有”，5代

表“一直拥有”） 

 

 

 

 

 

 

13.对线上学习的表现和效果的自我评价。超过 75%



的学生对课前预习持肯定态度，超过 80%的学生对课后复

习持肯定态度，超过 85%的学生对参加课堂、课后讨论持

肯定态度，超过 89%的学生对作业测试持肯定态度。（下

图 1代表“差”，2代表“及格”，3代表“中等”，4

代表“良好”，5代表“优秀”） 

 

 

 

 

 

 

 

 

14.线上教学令您最满意的一点。42.83%的学生对线

上学习的安排自由最为满意。  

选项 人数 比例 

1.比较方便、省时 992 15.42% 

2.有利于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1340 20.83% 

3.网络学习平台功能多而有趣 556 8.64% 

4.适合学习能力不同的学生 646 10.04% 

5.学习安排比较自由 2755 42.83% 

6.其他，请注明 143 2.2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6432  

15.线上学习最不满意的一点。网络条件、对学习自



主性要求高、学习负担增加为最不满意问题前三甲。  

选项 人数 比例 

1.网络条件不好 1761 27.38% 

2.学习环境不好 623 9.69% 

3.师生互动障碍 1009 15.69% 

4.学习负担增加 1343 20.88% 

5.对学生自主性要求增高 1455 22.62% 

6.其他，请注明 241 3.7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6432  

16.对传统教学、线上教学打分。传统教学主观得分

7.6（10 分制），线上教学得分为 5.95（10 分制），我

校学生倾向接受传统教学模式。 

行标题 传统教学 线上教学 

主观评分 7.6 5.95 

 小计：7.6  平均：7.6 小计：5.95  平均：5.95 

17.增加开设线上教学课程意愿。41.46%的学生表示

愿意增加线上教学课程，39.27%的学生持否定态度，19.26

的学生表示无所谓。 

但考虑区内学生的选择分布和区外学生的选择分布

不一致性，通过学生所在地与该项的典型分析，区内学生

持肯定态度的比例要相对小于区外学生。 

选项 人数 比例 

愿意 2667 41.46% 

不愿意 2526 39.27% 



无所谓 1239 19.2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6432  

 

（四）结论 

1.总体上学生对疫情期间采用线上教学方式能理解

并接受，但更希望回归校园开展课堂教学。 

2.学生对自身学业状态了解不够，尤其是大一新生，

需进一步加强学业指导。 

3.对完成线上教学任务均表示高度自信，但对取得较

好课程成绩信心弱于前者。 

4.学校线上学习相关支持政策宣传力度有待加强，教

师对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状态关注度有待加强。 

5、网络条件仍是影响少部分学生线上学习效果的重

要因素。 

 

 

2020 年 4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