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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online teaching of some Chinese universities for thei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show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online teaching 

such as students' weak online learning ability, inadequat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eachers' 

insufficient online teaching ability, pandemic-induced stress affecting learning effect, etc.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nline teaching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increase teachers' online teaching competence, and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teach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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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疫情背景下高校来华留学生线上教学情况。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期间来华留学生

线上教学存在学生在线学习能力弱、师生及生生之间互动不够、教师线上教学胜任力不足、学生心理负担影响

学习效果等问题。后疫情时代，为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线上教学的质量，高校需加强来华生自主学习能力培

养，提升教师线上教学胜任力，完善线上教学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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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worldometers实

时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3月8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

者共117,509,787人，累计死亡病例达2,606,789例。突

发性灾难下，留学事业遭受剧烈冲击。疫情严重期间，

很多国家不建议留学生返校，课程教学改为线上进行。

我国的来华留学生教育亦然。目前很多高校的来华留

学生课程仍采取线上教学方式进行。本文通过问卷调

查，了解、分析来华留学生线上教学现状，以期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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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时代高校来华留学生线上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

升提供参考建议。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基于样本的可及性，本研究通过问卷星平台、微

信群等方式对3所四川高校的部分来华留学生随机发

送自编问卷，收集信息。 

自编问卷主要包括来华留学生人口统计学数据，

教学模式、班级规模、授课时长等线上教学基本情况，

影响线上教学成效的因素，线上教学遇到的问题，对

线上教学提出改进意见等内容，题目总量22个。其中，

影响线上教学成效的因素涵盖学生在线学习能力、教

师在线教学能力、线上教学硬件支持、在线课堂管理、

疫情下学生心理等五个方面。问卷回收后，进行SPSS

分析得出信度系数为0.962，KMO值为0.799，说明数

据可信且有效。因此，该问卷可以用于本研究分析。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1. 线上教学基本情况 

回收的76份有效样本中，汉语专业留学生占比

18.75%，除汉语之外的人文社科专业学生占比25%，

理工科专业留学生占比26.25%，医科专业学生占比

30%。67.53%的学生日均接受网络教学时长为1-3个小

时，19.48%的学生日均接受网络教学时长为3-6个小

时，日均接受网络教学时长大于6小时的占7.79%，小

于1小时的只占5.19%。45.45%的学生接受网课数量为

1-3科，3-6科的占27.27%，另有27.27%的学生网课数

量超过了6科。网课班级规模基本在30-50人左右。课

堂上，教师多采用汉语或英语、或汉英双语授课。 

3.2. 线上教学形式 

受访结果表明，线上教学形式多样，有直播、录

播、文字+音频等，但直播模式使用频率最高，频次

总分323分，而文字+音频为254分，录播为225分。总

的来说，教师仍习惯使用类似线下教学的授课方式。

问卷显示，常用的线上教学平台为钉钉、腾讯课堂、

QQ直播，分别占29.87%、31.17%、11.69%。 

3.3. 线上教学的成效 

61.04%的受访者表示线上教学效果不如传统线下

教学，24.68%学生反馈线上教学和传统线下教学效一

样；仅有14.29%学生认为线上教学比传统线下教学效

果好。可见，于大多数学生而言，线上学习效果不如

线下。 

3.4. 影响线上教学成效的主要因素 

本文采用李夸特量表对受访者回答结果进行计分，

算出影响线上教学成效各因素的总分，总分越高代表

学生认为该因素越重要，排名前5的因素整理在表1中。

结果显示：多数学生认为网络速度及稳定性是开展线

上教学时最重要的因素；作为课堂主导者，教师对于

教学的态度、精力投入、策略等也十分重要。同时，

作为学习主体，学生需要积极参与课堂，自觉投入学

习。 

表 1. 影响线上教学成效的主要因素 

名称 选项 频次 分

值 

总

分 

网络速度及稳定性 完全同意 50 5 345 

同意 19 4 

一般 4 3 

不同意 3 2 

完全不同意 1 1 

教师对教学的态度

及精力投入 

完全同意 36 5 329 

同意 31 4 

一般 8 3 

不同意 0 2 

完全不同意 1 1 

教师的教学策略及

讲授（演示）方法 

完全同意 36 5 329 

同意 33 4 

一般 4 3 

不同意 2 2 

完全不同意 1 1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完全同意 28 5 322 

同意 38 4 

一般 10 3 

不同意 0 2 

完全不同意 0 1 

学生积极参与 完全同意 33 5 320 

同意 29 4 

一般 12 3 

不同意 1 2 

完全不同意 1 1 

3.5. 疫情期间学生心理状况 

问卷表明：55.26%的受访者网课期间因无法与同

学互动进行社交而感到孤独；53.94%的学生时常因疫

情和疫情有关的事感到紧张焦虑；52.63%的受访者对

于现在的生活状况感到无所适从；50%的留学生曾因

无法适应线上教学而产生沮丧情绪；51.31%的学生担

心疫情使自己延迟毕业。可见，疫情期间，来华留学

生或多或少出现心理问题。 

4. 疫情期间线上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网课期间，来华留学生总体对教师线上教学的态

度比较满意，但也反映出一些问题。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551

432



4.1. 留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较弱 

调查数据显示：48.6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自主

学习能力弱，无法适应新的学习情况；57.89%的学生

出现上课注意力涣散情况，47.37%的学生表示自律性

差，难以认真听课、完成作业。可见，留学生自我控

制能力较弱，自主学习能力不足。国内的留学生教育

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学生课堂主体地位体现不

够，教师将加工后的知识传授给留学生，学生很少主

动进行探究思考，自主学习能力不能得到很好的锻炼。 

另外，网络课堂缺少学习氛围，师生处于时空分

离状态，缺少约束的学生更易出现注意力涣散、上课

偷懒等情况，来华留学生群体的约束能力和学习主动

性较弱，在线教学情况下这些问题更为突出。 

4.2. 师生、生生之间互动不够 

线上学习过程中，虚拟空间带来的不真实感、交

流效率低下等因素影响师生、生生之间互动。调查显

示，课堂参与度不够、课后缺乏与老师和同学沟通渠

道这两个选项总分领先于其他问题得分。互动不够可

能会产生以下问题： 

一方面，教学效果受到影响。线下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就教学内容提出问题，获得课堂反馈，验证学

生掌握程度，及时调整教学策略。然而，囿于时空的

分离，教师难以在网络课堂上充分了解留学生知识掌

握程度。同时，开展探究性合作学习难度加大，学生

在动态教学中实现深度学习的可能性降低。 

另一方面，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无法得到有效

培养。线下课堂上，留学生可以在真实情境中，经历

文化冲突，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流和适应能力。而在

线课堂上，师生、生生互动不够，留学生体验文化多

样性、与不同国家或地区学生进行合作交流的机会减

少。 

4.3. 教师线上教学胜任力不足 

42.1%的学生表示老师采取的教学策略不适应网

络课堂，48.68%的学生回答部分教学内容不适用线上

教学，71.05%受访者建议老师改变原有教学策略。可

见，教师线上教学胜任能力存在一定问题。线上教学

胜任力指保证线上教学顺利进行所需的知识、技能、

能力和态度。疫情之前，中国教育部已要求教师创建

自己的在线课程体系，但体系建设仅停留在将课堂教

学材料转移到在线教学平台。许多教师线上教学经验

仍较缺乏，他们在如何选择合适的教学工具和线上教

学策略，根据网络特点和课程性质重新组织教学内容，

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等方面还有待加强。 

4.4. 学生不良心理影响学习 

疫情下，受到个人健康状况、亲人的健康状况、

感染疾病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人们易出现不良

心理；加上社会互动大大减少，如长期无法感受团体

互动，其社会疏离感恐会增加，影响心理健康。48.68%

的受访者表示担忧与焦虑的情绪影响上课的效果；

48.78%的学生担心疫情会致使其延迟毕业；53.16%受

访者担心疫情会引发经济衰退，就业机会减少。种种

焦虑、担忧、沮丧等心理状态，对学习产生不利影响。 

5. 对策和建议 

虽然疫情期间线上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带有应

急状态下的特殊性，但加强对问题的分析与对策研究，

对后疫情时代的线上教学将有启发意义。立足后疫情

时代，高校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保证来华留学生线

上教学质量。 

5.1.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提高自主学习能
力 

线上教学有时空分离、学习氛围淡薄等特征，因

而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来华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引

导明晰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性，向学生传授自主学习

策略，培养学生根据不同学习内容选择合适策略的能

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转变角色定位，从传统课堂

主导者、规划者转变为参与者、支持者，给予学生更

多练习机会，帮助其自主学习、自主构建知识体系。 

同时，通过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激发学习动机

和自主学习动力。例如，教师可以任务清单的方式将

课程内容的知识结构、重点、难点以及需要深入思考

讨论的问题等发给学生并将之纳入考核范围。 

5.2. 多渠道增加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课堂上，创设具有一定复杂性、综合性和挑战性

的真实生活情景与知识情景，设置有开放性、探究性、

思维深度的学习问题，组织学生进行发言讨论。同时，

教师以平等的身份加入讨论，引导学生将讨论聚集于

思维深刻、富有价值的话题中，避免讨论滑向无意义

交谈。 

课后开设三个渠道增加互动。第一、布置需要协

作才能完成的小组作业。分组时，有意识地将不同国

别和文化背景的学生放入同一小组，学生必须主动与

不同背景的伙伴进行协作，培养合作交流能力，提升

自己的跨文化能力。第二、建立日常交流小组，学生

就学习、生活、抗疫健康知识等话题进行沟通与互动，

感受思维碰撞和文化交流，纾解疫情带来的孤独感。

第三、教师多与学生交流，为学生答疑解惑，对学习

有困难或出现焦虑情绪的学生及时给予帮助和关怀。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551

433



 
图 1 多渠道互动图 

5.3. 加强线上教学培训和团队建设，提升教师
在线教学胜任力 

加强教师在线能力培训，帮助教师深入了解在线

教学的理念、方法和手段，掌握在线教学工具使用技

巧，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做好线上教学、互

动、答疑、作业及学习评价等环节，保证教学质量。 

建立教师线上教学沟通平台，根据课程及授课对

象搭建教师团队学习共同体，开展不定期交流，探讨

来华留学生这一特殊受教育群体的特点、学习需求及

教学方法，分享线上教学资源和教学经验，分享学生

动态信息。在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中获得启发，进一

步提升在线教学能力。 

5.4. 建立科学完善的线上教学体系，保证教学
质量 

疫情常态化下，来华留学生线上教学不再是高校

为应对突发状况而采取的短期行为，而是一场长期的

教学革命。高校需建立一套符合线上教学模式的教学

体系，从教学内容、教学资源、教学模式、教学策略、

教学督导评价、到学生成绩评价，建立一套完整的体

系，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不断完善，确保线上教学

工作顺利进行，促进线上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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