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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门发
布一项意见，提出“大力发展融合在线
教育。构建线上线下教育常态化融合
发展机制，形成良性互动格局”。疫情
之下的在线教育有哪些经验与教训？
对未来的高等教育和教学改革有哪些
启示？日前，未来计算机教育峰会召
开，探讨在线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线上
线下教育如何优势互补。

完善在线课程细节
新形态提升教学自信

万一系统崩溃了怎么办？马上启
动备用系统，通过微信群通知学生；万
一停电怎么办？笔记本电脑充好电，
开启手机热点，备好充电宝……清华
大学计算机系教授马少平在他写的总
结《万一的万一》列举了十几条在线课
堂会出现的特殊情况以及对策。

清华大学教授武永卫介绍，所有
的直播平台，系里都组织人员进行评
测，总结优缺点，并让教师以教师和学
生的不同身份，对所开设课程进行全
程实测。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2020年春季学
期开设的100多门课程采用在线教学

的方式进行，从第一周开始100%的到
课率，到14个教学周快结束时的85%，
平均到课率是92.33%。“教学效果我们
自认为满意，反馈也比较好。我认为
这是我做教学主管6年以来，对教学质
量提升最有效最有意义的一个学期。”
但武永卫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到课率
仅是学生进入课堂的数字，他们的脑
袋和眼睛是不是在课堂里，这些并没
有测量到。”

很多辅助教学成果也应运而生，如
对简答题的自动批改程序、对某门课程
研发的学习平台等。《离散数学》的教师
建了个平台，让同学上传遇到的难题，
把知识点学习路径都分享出来，成为这
门课程专有的集体互动平台。

“教与学的新形态，促使教师加大
对教学的投入，提升了教学质量，也提
升了教学的自信。”武永卫认为，线上
线下教学都有短板和优势，会相互补
充、螺旋式上升。

未来在线教育
不能只是“课堂搬家”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教育部
高校教学信息化与教学方法创新指导

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主任委员杨
宗凯，介绍了教指委近期所做的高校
在线教学情况调研结果。

疫情期间，我国高校在线教学的
基本形态大致分为4类：MOOC（即大型
开放式网络课程）接近38%，录播教学
占到37%，还有直播教学和远程指导
教学。部分老师进行了MOOC加课堂
翻转等创新性教学。

调研发现，只有不到6%的教师对
在线教学持完全否定态度，绝大部分
老师肯定了在线教学的效果。在2月
刚开学时，很多老师信心不足，但到了
4月再统计时，80%的老师有了信心，
一次性地对老师进行了培训，建立了
在线教学的信心。

“未来的教师是3个方面的结合：
学术、技术和艺术，就是把学科知识，
借助IT技术展现，与教育教学结合起
来，形成新的教学方法，这是对教师能
力极大的考验。”杨宗凯认为，“未来的
教育，一定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是开
放的、连接的，以能力为重、知识为基、
德育为先的教育新生态。”

“疫情之后，线上线下教育结合
将成为常态。”杨宗凯介绍。西安电
子科技大学正在推进“四个双”：双空

间，一个物理空间，一个网络空间，就
是线上线下；双院，书院加学院教育，
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全部打通；双
证，一个是毕业证记录的成绩，再提
供一个基于区块链的能力证书；双
师，一个是学校的任课老师，一个是
AI教师。

“2019年下半年时，我们做过一个
预估，MOOC在高校课程中的普及率不
到5%，例如一所综合性大学开课门数
在2000门左右，其中真正有MOOC教
学的不超过100门。去年下半年，我们
设定了一个目标，希望用3年的时间把
MOOC 在中国高校的普及率提高到
20%。因为突发疫情，半年时间把普及
率快速提高到接近40%。”教育部在线
开放课程联盟联席会秘书长张龙判
断，根据目前了解的情况，MOOC的留
存率会很高，疫情之后很多教师还会
采用这种方式。

杨宗凯提出，对于我国高校的在
线教育，还需要加强对学习质量、过程
质量的监管，这个很重要。教师的在
线学习能力、教学能力要提高，目前不
管是用MOOC还是直播教学，基本上
还都属于线下教学搬到线上的“课堂
搬家”。

本报讯（通讯员 王娟）7月20日
至24日，北碚区青辅协在区科技活动
中心开展2020年暑期青少年机器人社
区教育活动，来自朝阳街道辖区各社
区20余名青少年参加了活动。

活动开始时，北碚区青辅协秘书
长胡雕为青少年讲了一堂关于人工智
能的课，他说：“未来是人工智能时代，
想得到更好的学习机会或者工作机
会，应从小学习人工智能，培养兴趣，
奠定技能基础。”

活动期间，孩子们参与了机器人编
程，了解了什么是人工智能，培训老师
带领孩子们从认识器材、编程平台开

始，到单个舵机的仿生机器人搭建与程
序设计，然后逐渐增加难度，一步步带
领孩子们进行更多的仿生机器人及智
能家居的搭建与设计，让孩子们充分感
受人工智能，同时提高孩子们学习人工
智能的能力。每一堂课，老师不仅让孩
子们完成当天的搭建与设计任务，还鼓
励孩子们在基础结构与程序上进行拓
展，并把自己的设计与大家分享，引导
孩子们大胆探索与创新。

此次机器人教育活动不仅培养青
少年对人工智能的浓厚兴趣，更注重
培养青少年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合
作与交流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赵鸿宇）
“每天上午，我都带着标尺、插牌等工
具到试验田，查看玉米生长情况；下
午到实验站做测样，对采集的数据进
行分析，与导师线上探讨玉米生长过
程中的问题，还要经常去村民家讲解
玉米目前需要注意的事项，每天都很
忙碌。”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
院2018级研究生叶松林说。

2009年，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省
曲周县建立全国首家“科技小院”，研
究生扎根农村开展实用新技术研究
和推广，为农民提供“零距离、零时
差、零费用、零门槛”的科技服务。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
教授张宏彦说，目前中国农业大学在
曲周设立8个“科技小院”，结合不同区
域的种植、养殖特点，派驻不同专业研
究生21名。今年暑期，他们结合自身
研究课题，在智慧农机、特色种养、粮
食高产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技术推广。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9级研究生丛佳慧今年4月来到王
庄“科技小院”，她告诉记者，作为从
小在城市长大的女生，暑假第一次在
农村度过，经常和庄稼打交道，整个
人都晒黑不少。但能把所学的理论
运用到实践，很有收获。

近日，参加暑期实践营的学生在生态园内采集植物叶子。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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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胡浩）近
日，据教育部网站公布消息，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和教育部共同研究起草了
《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
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目前正
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
明确，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职称评审
的首要条件，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

“帽子”、唯论文、唯项目等倾向。
征求意见稿提出，高校应加强教

学质量评价，把课堂教学质量作为主
要标准，严格教学工作量，强化教学
考核要求，提高教学业绩和教学研究
在评审中的比重。突出教书育人实
绩，注重对履责绩效、创新成果、实际
贡献的评价。

征求意见稿要求，不简单把论
文、专利、承担项目、获奖情况、出国
（出境）学习经历等作为限制性条
件。逐步规范学术论文指标，论文发
表数量、论文引用榜单等仅作为评价
参考，不以SCI（科学引文索引）等论
文相关指标作为前置条件和判断的
直接依据。对国内和国外期刊发表
论文要同等对待，鼓励更多成果在具
有影响力的国内期刊发表。不得简
单规定获得科研项目的数量和经费
规模等条件。不得将人才荣誉性称
号作为职称评定的限制性条件，职称
申报材料不得设置填写人才“帽子”
称号栏目，取消入选人才计划与职称
评定直接挂钩的做法。

克服“五唯”！
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征求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