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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nline learning of students in special period was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ity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each element in network asynchronous and synchronous teaching, and constructs an 

online teaching activity design model, which takes the subject, object and community as the main 
elements, and takes tools, rules and group division of labor as the network learning environment. 

Finally,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 analysis of this mode are carried out by taking the undergraduate 

network course " Programming Foundation Course " as an example,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organiz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activiti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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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对特殊时期学生在线学习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从活动理论视角出发，系统剖析各要

素在网络异步、同步教学中的独特优势，构建以活动主体、客体和共同体为主要要素，以工具、

规则、小组分工为网络学习环境的在线教学活动设计模型。最后,以本科网络课程“程序设计基

础”为例,对此模式进行了应用与效果分析，为今后在线教学活动的设计与组织提供理论框架和

实践参考。 

关键词：活动理论,在线教学, 设计模式,网络同步课堂 
 

 

1. 前言 

伴随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给现代

社会各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推动着传统的教育

教学发生变革。2018 年 4月，教育部发布《教育信

息化 2.0 行动计划》
[1]
，提出“三全两高一大”的

发展目标，即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

盖全体适龄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信

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建成“互

联网+教育”大平台。通过“互联网+教育”新平台，

为在线教学的兴起和日益普及提供了极佳的环境

基础。 

在 2020 年的非常时期，我校组织、开展了大

规模的在线教学活动，笔者结合“程序设计基础”

课程通过“调研宝”面向我校商学院、管理学院及

艺术学院等各二级学院本科学生展开调研，以了解

大学生在线学习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使调查结果

真实可靠，研究团队从各专业随机选取学生作为样

本，通过在线自助调研软件平台调研宝(http:// 

http://www.diaoyanbao.com)发放调查问卷。问卷

于 2020年 4月 8日到 4月 12日发放，参与问卷人

数为 1411 人，共收回有效问卷 1274份，回收率为

90.29%，有效率为 9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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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线教学现状分析 

通过调查数据统计，对当前开展的在线课程教

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分析，主要有以下几

方面： 

(1)线上师生间互动不足，学习者易产生孤独

感 

本学期绝大部分课程为线上教学，教师无法像

课堂教学那样在教学的同时观察所有学习者的学

习情绪与反应，更无法通过课堂纪律管控等方式对

学习者的学习行为进行约束，网络在传输音频、视

频信号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时间延迟；学习者面

对屏幕进行在线学习，难以实时捕捉教师的表情及

教学状态，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疑惑也不能及时传达

给网络另一端的老师。缺乏互动，就会导致学习者

产生孤独感，阻碍在线学习的参与度
[2]
。 

(2)学习者中心地位严重缺失，认知停留在浅

层次阶段 

教师在线教学多以直播形式开展，教学过程及

教学内容完全由教师把控，学习者在线学习过程完

全处于被动接受状态，缺乏主动构建知识的过程，

导致学习者仅处于浅层次知识的理解，无法灵活运

用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3)学习者综合能力欠缺，难以达到人才培养

目标 

网络为广大高校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多样化

的、适合学习者自主学习的优质在线资源，但在调

查中超过 49.84%的学习者认为自主学习、自我控制、

时间管理等能力缺乏。由此可见，直播模式的在线

教学以教师灌输知识为主，不利于高校人才思维力

和创新力等核心能力的培养与发展。 

由此可见，每周指定时间的在线教学仅仅将不

同地理位置的学习者聚集在某一直播课堂或云课

堂，并不能使学习者成为互相促进的学习共同体。

组成学习共同体的师生之间因为社会性交流的缺

失而导致学习的孤立和情感的疏离
[3]
。忽略学习者

的主体地位，以教师为中心的“满堂灌”，缺乏学

习共同体间的思考交流，不利于学习者能力的培养

与提升。因此，在时空分离的在线教学过程中，以

学习者为中心、促进学习共同体的发展是在线教学

活动的设计的指南针。 

3. 活动理论 

3.1. 活动理论概述 

活动理论起源于康德与黑格尔的古典哲学，以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是社会文化活动

与社会历史的研究成果。活动理论是以“活动”为

逻辑起点和中心范畴来研究和解释人的心理的发

生发展问题的心理学理论
[4]
。活动构成了心理特别

是人的意识发生、发展的基础。因此，活动理论强

调了活动在知识技能内化过程中的桥梁性作用。 

芬兰学者恩格斯托姆(Engeström) 提出了活

动三角模型（如图 1所示），活动系统包含有主体、

客体和共同体等三个核心要素以及工具、规则和劳

动分工等三个次要要素。各要素之间相关联系，共

同构成了生产、交流、分配和消耗等四个活动子系

统。 

 
图 1活动理论基本结构模型 

3.2. 在线教学的特点分析 

常见的在线教学组织方式有在线课程异步教

学和在线同步直播教学。在线课程异步教学是指在

时空分离的情况下，教师利用在线学习平台等组织

与发布教学内容、测试、作业等，学习者基于该平

台开展学习的活动。在线同步直播教学是师生分布

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利用直播工具或视频会议工具

等开展同时间、同步调、同进度的教与学活动。在

线教学方式的差异性，导致其特点也有所不相同。 

(1)在线异步课程体现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

育理念，更注重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在线异步课

程多以 MOOC或 SPOC 形式开展，教师一般将教学内

容以短小精悍的“微课程”形式呈现，并辅以在线

测试、论坛等模块。学习者可以自定学习步调，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随时随地参与在线课程的学习

与讨论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到引导、辅助、答

疑的作用。 

(2)在线同步直播课程以教师为主导，更加强

调在线学习环境的社会临场感。在线教学情境中，

教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教学进度，引导学习者

的学习方向。教师还可以通过表情、语音、语调、

语速等多种感官因素向学习者传递知识信息，将书

面交流和口头行为结合起来与学习者进行实时的

沟通、互动，提高网络教学凝聚力
[5]
。在社会临场

感方面，即远程学习者被视为“真实的人”的程度

及与他人联系的感知程度，也能够促进在线学习环

境中学习者的知识建构及与其他人之间的交互
[6]
。 

以活动理论为指导，合理设计在线教学活动，

发挥在线同步、异步课程教学的优势，以教师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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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习者为主体相结合，引导学习者进行积极思

考，主动构建个人知识体系，并通过小组协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等社交活动完成教师发布的任务。在网

络社交活动中，教师与学习者、学习者与生之间讨

论和交互行为更加充分，可以帮助学习者进行知识

主动意义的构建，并能够培养和提高其高阶认知能

力，弥补了传统在线课程缺乏交互、自主学习能力

不足、知识停留在浅层次等诸多问题。 

4. 基于活动理论的在线教学活动设计模

型的构建 

教学活动系统是由教学目标、教师、学习者、

教学内容、教学环境以及教学评价等要素构成。将

活动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借鉴、引入到在线课程教

学活动系统中，教学活动的主体对应着课程教师、

学习者，以网络学习资源为载体、依据课程教学目

标设计的教学内容、教学任务是活动的客体，共同

体为教师、学习者共同构成的学习群体，分工指协

作小组内部学习任务的分工，学习规则包括课堂教

学规则、学习者之间的交往规则以及学习效果的评

价标准
[7]
，工具为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使用的网络

学习平台等的媒体工具。学习规则、工具、分工构

成了师生教学活动的网络学习环境。 

基于活动理论的在线教学活动设计模型如图 2

所示，在线教学活动分为课前知识准备、在线同步

课堂以及课后辅导三个阶段。课前知识准备阶段，

学习者通过教师提供的在线学习资源、主题讨论等

进行自主学习；在线同步课堂，直播平台以教师为

主体进行知识的补充、共性问题的反馈、探究活动

的组织。在线课程平台为探究活动提供了资源和工

具。学习共同体实时、充分的探索与交流，可增强

在线学习环境的社会临场感，激发学习者学习的主

动积极性；课后，师生间的交流则围绕某一知识点

进行深入探讨，进一步拓展和提升学习者的能力与

素质。每阶段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开

展紧紧围绕着课程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按照教学阶

段由浅入深细分为不同认知层次的子目标。评价与

反馈贯穿于教学过程始终，可以对学习者的学习过

程和学习成果进行自评、互评及教师评价，学习者

的学习结果也可以对教学内容、教学任务、教学活

动予以反馈，为今后在线教学活动的设计与组织提

供借鉴。 

 
图 2 基于活动理论的在线教学活动设计模型 

4.1. 课前知识准备阶段 

课前知识准备阶段是学习者利用在线课程平台

自主学习的过程（如图 3 所示）。教师将识记、理解

等浅层次认知目标作为学习者在线自主学习的学习

目标，并辅以一定量的在线测试对学习者的学习掌握

情况进行评测，评测结果为下阶段教学活动的设计提

供依据。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发布主题讨论，

使有共同信念和愿景的学习者组构成学习共同体，分

享各自的见解与信息，以达到对学习内容的深层理解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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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在线自主学习活动 

4.2. 在线同步课堂 

该阶段教学目标是在学习者已掌握了较低水平

教学目标的基础上，设计旨在培养和提高学习者高阶

认知能力的教学目标，开展综合性任务、项目的在线

协作与探究活动（如图 4 所示）。教师对知识准备阶

段产生的在线学习数据（如在线测评、微课观看时长、

讨论主题等方面）进行分析、处理、统计，构建在线

学习者行为画像
[9]
，帮助教师更好地对在线同步教学

活动各个环节进行整体的组织与部署。教师通过直播

课堂讲解尚存在的学习问题，并补充新的教学内容促

进知识内化。直播课堂中，教师创设学习情境、发布

任务。学习者以小组为单位在课程资源平台开展在线

实时的协作探究活动，完成任务后通过直播课堂展示

成果或作品，听取其他小组和教师的建议，并通过课

程平台将最终成果或作品提交，接受他人评价。    

在线协作学习活动，将不同学习风格和学习方式

的学习者组成小组，在组内发挥自己特长优势，不断

自我反思、修正、重组自己的观点，小组成员间相互

学习、相互帮助、相互弥补共同成长
[10]

。教师的在线

课堂组织以在线直播平台为主，而学习共同体开展协

作探究活动是基于在线课程资源平台，教师可全程参

与到小组探究活动中，进行实时的答疑与指导。 

 
图 4 在线同步协作学习活动 

4.3. 课后知识拓展与能力提升 

以主题讨论为核心，具有共同兴趣点的学习者构

成学习共同体，开展头脑风暴，教师在线进行有针对

性的辅导、引导与答疑，促进学习者知识的延伸及其

能力的拓展与提升（如图 5 所示）。主题间存在着知

识的关联性，因此，不同学习共同体之间也可以进行

主题的讨论与交流，给人以启发。 

 
图 5知识能力的拓展与提升 

4.4 评价与反馈 

评价与反馈贯穿于教学活动的各个阶段，主要评

价学习者的学习、对教师的教学活动给予反馈（如图

6 所示）。学习者自评、组内同伴互评、学习共同体

自评、学习共同体互评和教师评价等评价主体多元化

的评价体系，从多个方面、多个视角对学习者的发展

进行更加全面、科学、客观的评价，有利于学习者自

我反思、自我评价意识和能力的增强
[11]

。基于课程学

习平台的数据分析（如用户视频观看次数、视频观看

时长、主题讨论参与度等、在线测试等）、协作探究

活动中的表现（如小组成员的任务完成度、沟通交流

程度、贡献程度等）等使评价更加客观、科学和公平。

学习者的学习评价结果也可反映出在线教学目标、教

学资源、教学任务、学习环境、教学活动组织等环节

设计或组织存在的不足，为在线课程的修正和教学活

动的组织提供了正向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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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评价与反馈 

5. 应用教学案例设计 

将上述教学模式应用于超星泛雅 “程序设计基

础”课程中，为本课程开展基于活动理论视角的在线

课程改革提供实践参考。该课程是我校面向非计算机

专业本科生开设的一门通识必修课程，旨在使大学生

理解程序与算法，运用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来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培养大学生计算思维意识。

本文以“选择结构”知识点设计为例，对教学活动的

课前知识准备、在线同步课堂、课后辅导及评价等阶

段进行设计与阐述。 

(1)课前知识准备 

课前教学目标： 掌握 if语句的一般形式；掌握

选择结构流程图的绘制。 

课前教学内容：依据本阶段教学目标，设计并制

作微课，微课以 2 个时长为 6-8 分钟的教学视频及相

关文本信息组成，内容主要涉及选择结构适用场景、

判断条件、if 语句一般形式。其中判断条件是本课

学习的重点和难点，主要讲解关系运算和逻辑运算。

为了强化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在教学视频中还设计

了相应的练习题进行知识巩固，同时帮助教师掌握学

生的在线学习情况。 

课前主题与讨论：教师设置并发布“if 和 else

后面的{}可以省略吗？”主题讨论，学生可以根据自

己的理解、上机实验以及自己查找的相关资料进行回

答。与此同时，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了其他疑问也

可发表主题，得到其他学习伙伴的帮助和教师的引导。

本课中，有学生提出“我的 if 语句错在哪里？”、

“if-else 如何表达多分支内容？”等问题，引发了

学生们的共鸣，进行了更加深入和激烈的讨论。通过

讨论，学生对本节知识点内容的理解更加透彻和深刻，

并能够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较为简单的问题。 

课前测评结果及问题：教师根据课前在线答题与

讨论情况了解到 if 语句中条件表达式的计算易出错，

其根本原因是学生对运算符的使用及其优先级不明

确导致的。因此，教师需对关系运算符、逻辑运算符

的运算过程进行详细讲解。 

(2)直播课堂的准备与活动设计 

教学目标：掌握 if 语句的嵌套，运用选择结构

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培养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探索、协作交流等能力。 

在线同步课堂教学过程的设计：通过钉钉直播平

台在线实时授课，对课前在线学习情况进行反馈，并

结合典型案例讲解 if 语句的嵌套。在学生已掌握上

述知识点的基础上，以超星泛雅课程在线资源为探究

平台开展协作学习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能找

到和体会选择结构的思想，比如商场促销打折等。要

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找到并分析生活中体现选择结

构程序设计的思想，各小组均需提交一份研究成果，

对研究的主要问题、小组分工、探究过程中的一系列

问题及解决措施、程序流程图、关键代码、研究心得

等进行相关阐述。根据课前在线学习数据，教师依据

同组异质的原则进行分组（每组 3-4 人），明确每一

位成员的角色，分工由小组共同商议而定。教师可以

提供相关主题如停车场计费程序、交通信号灯控制程

序、成绩等级管理程序等，学生也可自主确定。由小

组构成的学习共同体可以进行实时在线的语音、文本

信息等的交流，教师可以实时参与到各组的探究活动

中，及时了解探究活动的进展和方向，必要时给予引

导和纠正。学习成果展示时，汇报者通过钉钉直播平

台在线连麦申请进行现场答辩，教师和其他小组成员

可以在线提问和评价。小组答辩后对学习成果进行完

善后提交到在线课程平台。 

(3)知识拓展与能力提升 

学生通过超星泛雅平台发布讨论主题，有共同兴

趣的学生构成学习共同体进行深入探索。例如有学生

发布了“地图导航软件的工作过程是怎样的？”讨论

主题。该主题是在在线同步课堂中某一小组进行了关

于“地图导航程序中的选择结构”的学习活动，引发

了关于“手机地图导航软件的工作原理”的讨论。学

生在搜集、分析、加工信息的过程中，对当前世界范

围内卫星导航系统有了全新而系统的认知，在深入了

解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同时，进一步激发学生的

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对大学生进行了一次深刻的

爱国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4)评价与反馈 

多元化、多维度评价可以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全面、

客观的评价，教师还可以针对学生的个体情况提供诊

断报告，帮助学生对其学习过程进行追踪与复盘，提

高自我认知能力和水平。学生在线学习过程中表现出

对智能生活的关注度高，因此在设计学习活动任务时，

尽量选择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计算机新兴领

域与日常生活相融合的案例或主题，激发学生主动学

习的内驱力。 

6. 结论 

MOOC、SPOC 等网络课程与传统校园课堂教学相

结合形成了混合式学习，在现代课堂教学中有着非常

广泛的应用。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照搬应用到

网络同步教学活动中，存在着诸多不足。本研究以活

动理论为指导，充分重视网络学习过程中的师生、生

生交互活动对学习的积极促进作用，将在线课程平台

与网络同步教学相结合，构建网络环境下以教为主导、

以学为主体的教学活动设计模式，并结合实例对网络

教学活动各个阶段进行组织与设计，对学生高阶认知

能力、计算思维的提升有良好的促进与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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