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秀在线教学案例 | 与《Java 程序设计》的线上初遇

线上教学平台：QQ+JDK8+UltraEdit+Eclipse

备用教学平台：教材编写方提供“传智播客”高校教辅平台

线上教学形式：QQ 群内屏幕分享直播+QQ 学习群交流答疑

课程类型及性质：必修专业基础课

学生信息： 本 19 计类 1-3 班(116 人)、

本 19 计类 13-14 班、医信(101 人)、

船本 19 级软件 1-3 班（89 人）

任课教师信息：夏石莹讲师 计算机学院

各位专家、老师们、同学们好，本人担任《Java 程序设计》课程授课

已有八年时间，但完全线上教学还是第一次，现将最近七周该门课程的线

上教学情况从以下四方面向大家汇报，并附上“包”这一讲教案（详见附件 1）。

（在本文撰写前，我向我所任教的三个教学班：本 19 计类 1-3 班(116 人)、

本 19 计类 13-14 班、医信(101 人)、船本 19 级软件 1-3 班（89 人）下发

了调查问卷，目前收回 262 份，以下得到的数据均出自该问卷，完整问卷

详见附件 2）

第一次开课前，首先以教学班为单位建立好相应 QQ 群，因为 QQ 几

乎是每一个人在网络上都有的通讯工具，使用便捷、功能强大。每次上课

前十分钟学生先到超星学习通完成签到任务，然后以 QQ 群内的 QQ 电话

直播且屏幕分享为载体，学生实时听到教师讲解、看到教师屏幕分享的具

体操作与在线下上课看老师多媒体操作是同样的效果，我还会将每次课同

步录播，再提供给有需要的同学。从图 1.1、图 1.2 可看出对于线上教学方

式，学生更喜欢老师使用 QQ 直播。同时，为避免突发情况（比如停电、

网络拥堵）影响正常教学，我们为学生提供了该门课程教材编写方制定的“传

智播客”高校教辅平台的相关应用，包括预习、视频学习、随堂测验、布置

作业等部分以备不时之需，但到目前为止，QQ 直播方式运行良好，还未采

一、授课方式



用备份方案。

图 1.1 学生喜欢的线上教学方式统计

图 1.2 你最喜欢的线上教学平台

对于教学环节设计，我认为从教学内容上基本与线下无太大差别，都

是按照该门语言应掌握的知识点进行讲解，但是在具体实例和上课节奏上，

线上线下还是有不同的。

1．上课前。我至少提前十分钟打开直播，并且播放学生们爱听的歌曲，

因为学生是陆续进入直播间，所以这期间要提醒他们去学习通签到，与他

们进行互动，话题要相对轻松、贴近生活，说他们喜闻乐见的，比如王者

荣耀出什么新的皮肤，在家里又自制了奶茶等，我们都知道让学生喜欢上

一门课程，首先要让他们喜欢这个老师，老师应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同时

也应该有其个人魅力，只有通过与学生聊天互动，学生才能立体的了解老

师，从而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愿意与老师交流、向老师提问，通过这样的一

个互动，也方便老师记住学生的姓名和性格特点，便于因人施教。

2．正式授课环节。首先要对前一节课的内容进行快速复习，这与线下

教学无异，但增加了一个集中总结课后学生提问最多的问题的回答时间，

对于这一点，我起初很疑惑，原来线下教学一次课结束后，也有学生在 QQ

二、教学环节设计

标题 1



里留言提问，人数不算多，每个教学班也就几个，但是线上授课后，明显

提问的人数增加了，分析一下原因有二，第一，可能线上教学确实有着不

如线下面对面的直观性，老师看不到学生的神情、动作，所以无法接收到

视觉带来的反馈，以为学生在某些知识点懂了，但其实没懂。第二，（1）

线上教学学生可以及时利用自己的电脑操作，因为不需要走动换教室换课

本，学习工具电脑始终在身边，所以更容易完成学习，同时，由于教师也

不需要发生地点的转移：从教室到办公室再到另一个教室，就是面对自己

的一台电脑，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来回复学生的问题；（2）因为不用面对面，

学生更放松了，不担心不会、做错题目问老师而没有面子，反而增加了他

们的提问度，同时，由于有每节课前面的互动过程，他们不再和老师有距

离感，线上教学、线上提问对他们而言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什么

麻烦事,在图 2.1、图 2.2 所示的数据中，可以很好地体现出学生喜欢线上上

课的主要因素就包括我刚刚提到的以上几点。

图 2.1 学生不喜欢线下上课的原因

图 2.2 学生喜欢线上上课的原因

集中总结后，便是正式开始新内容的学习，在这两个环节衔接上，我

会穿插两三分钟的话家常时间，这个时候也是和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



好时机，比如孩子们对疫情、对何时正式开学或多或少有些焦虑，我就给

会他们讲从官方媒体看到的关于咱们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派出的支援湖

北的医疗队的一些故事，给他们讲自己学院已经毕业的一些学长在工作岗

位上为保障用户网络的通畅、系统的稳定，不惧疫情、连续多天在工作一

线奋战的事情，也会和他们聊到就业后的薪资、就业方向、就业地点、环

境等等，这些话题一来让他们稍微放松一下，二来对他们的学习起着一定

的激励作用，让他们热爱学习，更要知道学习、就业的意义远不止为了自

己，只有每个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社会才能稳定有序，众志成城苦难

才能被克服，第三我担心已经有同学开小差了，及时的必要聊天可以迅速

把他们的注意力拉回来，图 2.3 表明话家常是学生们愿意听和参与的聊天话

题。在教学中，运用启发式教学，多提问题给学生，让他们自主思考同时

可以吸引他们的听课注意力（图 2.4、图 2.5 为课堂教学截图）。

图 2.3 喜欢和老师互动的方式

图 2.4 课堂教学截图（一）



图 2.5 课堂教学截图（二）

线上教学老师虽然看不到学生们的眼神，但是学生却可以第一时间在

课堂上对老师讲的新知识点提问，线下课堂上学生如果某个小点没听懂，

不管是举手提问还是站起来直接问，都会显得有些突兀，如果悄悄问旁边

的同学，一来打扰旁边同学继续听课，二来也有可能被老师误以为讲小话，

而线上以文字的形式把问题发在 QQ 群内，可以第一时间得到老师的关注

以及老师、同学的回复，这种互动，不仅解决的是单个学生的疑问，同时

同学间互相帮忙、取长补短、集思广益共同得到了进步，不明白处提问，

总有同学热心回答，这也是学生喜欢线上的原因之一。

当老师出了一个编程题目，比如已知变量 i 是从 1、2、3…100 的自然

数，求 1+3+5+7…99 的和，若是线下教学，老师最多只会让一到两名同

学到讲台前完成该题目的代码，其他同学只能是看，而没有动，而且看到

的方法相对也单一，但是在线上，单位时间内，每个同学都可以得到实际

操作的机会，并且当大家把各自的代码发到 QQ 群里时，可以互相参考、

比较，看谁的方法最好，如图 2.6 到图 2.8 是不同学生完成的该题目，目的

相同写法却不同。

图 2.6 求 1+3+5+…99方法（一）



图 2.7 求 1+3+5+…99 方法（二）

图 2.8 求 1+3+5+…99方法（三）

3．在九十分钟课程快结束时，我会对本次课程所讲内容进行小结，因

为我自己写的讲义在讲授的示例和章节分布上，略与教材有差别，所以，

对于学生的预习我没做过多要求，我更强调学生复习，将我在课堂上演示

的代码照着做一遍，不看参考，自己再做一遍，同时我也会在超星学习通

上面定期给他们布置实验任务来巩固和加强所学内容（如图 2.9 所示），并

且在实验课上逐一讲解。

图 2.9 实验作业任务布置

4．进行课堂翻转。我会在上课时同步录播教学视频来保证一部分同

学的需求，他们有些是因为家里网络信号不稳定，总是卡顿，有些是上课

时部分内容没听明白需要对课堂内容重看，便于消化、巩固已学知识，如

图 2.10 所示。



图 2.10 第五次课同步视频录制

5．对于下课时的结束语，区别于线下的“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这些老套的模式，我尽量让每次课的告别话语能轻松、俏皮一

些，比如学着网红的常用词：宝宝们辛苦了，宝宝们再见，对于三十八岁

的我，对着这些比我自己儿子只年长六七岁的大孩子们，我这样叫他们，

他们似乎也很乐于接受，并不排斥（如图 2.11 所示）。如果这一堂课我觉

得大家积极互动、认真听课，我还会发红包，钱不多，每次 10 元，几十个

人抢，其实每人也就几毛钱甚至更少，但是最起码能让孩子们因为对这节

课的喜爱而对下次课有一个期盼。

图 2.11 是否喜欢老师为活跃课堂气氛主动与大家聊天

6．学生对我的线上教学的评分，如图 2.12 所示。



图 2.12 学生对我的评分

以上阐述的基本都是线上教学的优势，在对学生下发的问卷中，我首

先问的就是你喜欢线上还是线下上课，得到的结果基本是一半一半，如图

3.1 所示，这个有点让我意外，我以为会有更多人选择线下上课，毕竟疫情

后第一周第二周上课时，我和学生基本都是非常期待快点回归线下学习模

式，因为有些问题确实线上老师不好指导，比如环境变量配置不成功时，

需要老师实际操作学生电脑才能逐一排查可能引发错误的原因，通过网络

指导总是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随着时间推进，我和学生似乎都感受到

了线上带来的好处，在第二点以及图 2.1 中我已将主要原因分析说明，不再

赘述，但同时，线上上课也有其弊端。

1．如图 3.2 所示。其中不喜欢一直对着电子屏幕、喜欢和同学一起在

教室学习的氛围、网速不好、卡顿，这些都是学生仍旧喜欢线下上课的主

要因素，调查显示（如图 3.3、图 3.4）只有 65%同学是用电脑听课、73%

使用的是宽带，说明还有近三分之一同学在视觉、实际操作、网络使用舒

适度上都达不到在教室听课的流畅感，同时还有一点也需要关注的是当老

师在群里问大家懂了没有的时候，因为一部分同学积极回答已经懂了，而

让另一部分接受能力稍慢的同学内心着急又不好意思说不懂，这也使得他

们更喜欢线下的课堂教学。同时，学生们接受的一天线上学习时间最多为 6

个小时（如图 3.5 所示），过久他们会觉得疲劳，损伤视力。

图 3.1 对学生更喜欢线上还是线下上课的调查

三、线上教学的弊端



图 3.2 学生不喜欢线上上课的原因

图 3.3 线上上课学生所用设备

图 3.4 线上听课的网络环境

图 3.5 一天可接受最大线上学习时间



2．此次线上上课纯属突发状况，纸质教材无法落实到位，尽管已经给

他们下发了教材电子版，但习惯了使用纸质书的学生们会觉得非常不适应

（如图 3.6 所示）。

图 3.6 学生对没有纸质教材的态度

3．因为增加了聊天互动时间，增加了解决上课过程中学生随时提问并

作答的答疑时间，教学进度相对线下课堂变慢了，但我个人认为，如果学

生整体提高了学习的热忱，适当放慢速度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学生自学能

力能在整个教学环节有所加强，那么是可以把部分章节改成自学内容来弥

补时间不足的问题的。

1．线上线下课时分配比例。在问卷中，向学生征集《Java 程序设计》

以及它对应的实验课的线上线下开课比例划分，约三分之一的同学选择对

半分配，其次倾向于 30%线上，70%线下（如图 4.1、图 4.2 所示），由此

可见，我们的 Java 课程学习是可以拿出一部分（大约 30%）的课时做线上

教学的，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即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课堂实践操作机会，

又可以让老师在有效时间内更多地掌握全班同学的学习情况。

图 4.1 将课程分为线上线下教学的课时比例

四、对线上线下教学的思考

标题 1



图 4.2 将对应实验课程分为线上线下教学的课时比例

2．学生主观能动性。要想学好一门计算机语言不管是线上上课还是线

下教学，仅仅靠老师的九十分钟课堂是远远不够的，综合图 4.3、图 4.4 的

数据分析，学生的自主学习还有待提高，这可能需要老师加强课堂翻转的

力度，多多上传相关资料到网络教学平台，并且以任务的形式下发一些练

习来帮助学生们完成知识的巩固，并让他们将这些作业提交到 QQ 群里，

便于交流、互学，同时还要以激励、表扬的机制多多点名表扬做得好、做

得快、爱提问的同学，从而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

图 4.3 学生自评预习、复习情况



图 4.4 课余时间到指定网络资源平台学习情况

3．教师参与程度。如果想让学生学好一门课程，那么任课老师除了要

完成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这些基本任务，还要留出时间进行答疑，特别

是引入线上教学，学生的问题比原来增加了许多，老师就要一个个做解答

回复，如果回答不及时或者不耐烦都有可能让学生失去对这门课程的兴趣。

4．我个人在线上教学中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1）明确下发预习

任务，并提供预习的资源。（2）课堂中，PPT 讲解时语速可以再慢一点。

（3）建立监督机制以确保学生认证完成课后复习或作业。（4）讲课时，

每个知识点都要交代清楚对应教材的哪一章节、页数，以免学生花费很长

时间找学到哪里了。

以上就是我在近七个星期的线上教学中的心得和收获，还有很多不足，

请各位专家、同行指正，也请同学们多提宝贵意见，期待最美人间四月天，

与我的学生们教室里团聚。



附件 1：

南华大学教案

授课题目（章节或主题） 第七讲 包

授课时间 2020 年 3 月 13 日 第 5 周 授课时数 2 学时

教学课型 理论课□√ 实验课□ 习题课□ 讨论课□ 实习（践）课□ 其它□

教材名称、作者、出版社及出版时间
《Java 基础入门》第二版，黑马程序员，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教学目标与要求：

（1）理解包的含义

（2）掌握如何定义并执行有包的类

（3）掌握如何调用或访问有包的类及其中的成员和方法

主要知识点、教学重点与难点：

主要知识点：

包的定义

包的导入

类的访问说明符 public、default

方法的访问说明符 public、protected、default、private

教学重点：

包的定义 package 关键字的使用

利用 import 关键字实现包的导入

类的访问控制说明符 public 关键字、default 关键字的使用

方法的访问控制说明符 public、protected、default、private 的使用

教学难点：

对有包的类的编译、执行

在不同的包间实现类的访问、以及上述关键字的用法及应用范围

教学方法（请打√选择）：

讲授法□√ 讨论法□√ 演示法□√ 自学辅导法□ 练习法(习题或操作) □√ 读书指导法□

ＰＢＬ（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法）□√ 案例法□√ 其他□

教学媒体（请打√选择）：

教材□ 板书□ 实物□ 标本□ 挂图□ 模型□ 多媒体□√ 幻灯□ 录像□√

CAI（计算机辅助教学）□√



教学过程设计：

一、 定义讲解

何谓包？解决类命名冲突问题，本质上就是文件夹。用日常化的例子来讲解，比如班级里有多个同名

同姓的学生，都叫“刘畅”，那么我们对他们的称呼可能是“大”刘畅、“小”刘畅或“男”刘畅、“女”刘

畅，即在原有的名字前做了限定，那么包也是这样的作用，如有同名的类 Student，那么为了区分是不同

的同学定义的，可以加上不同的包名 one、two，即 one.Student、two.Student。

二、 二、对比演示如何编译和执行

有了包的定义的类，编译和执行命令都发生变化，比如类名为 Student 的文件 student.java，未加包

前源文件如下：

此时编译命令 javac student.java

执行命令 java Student

加了包的定义后的源文件：

此时编译命令：javac -d . student.java

执行命令 java one.Student

三、及时让学生自行操练

给学生两三分钟时间把上例自己操作一遍，若有疑问第一时间在群内提出，同学或老师可帮解答。

四、递进式增加题目难度

引出 import 语句的使用、类前关键字 public、default 用法，方法前 public、protected、default、

private 的用法。上例仅有一个类，若有另一个包 two 中的 Teacher 类想访问 one 包中的 Student，该如何

实现？讲解完成后，让学生立刻在自己电脑上进行练习、巩固。

class Student{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args){

System.out.println(“I am a student”);}

}

package one;

public class Student{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args){

System.out.println(“I am a student”);}

}



修改后的 student.java

修改后的 teacher.java

teacher.java
package two;
import one.Student;
class Teacher{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args){

Student s=new Student();

}

}

package one;

public class Student{

private String name;

private int age;

/*下面四个方法关键字可分别换成 protected、default、

private*/

public void setName(String name){

this.name=name;}

public void setAge(int age){

this.age=age;}

public String getName(){

return name;}

public int getAge(){

return age;}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args){

System.out.println(“I am a student”);}*/

}

teacher.java
package two;
import one.Student;
class Teacher{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args){

Student s=new Student();

s.setName(“Zhang”);

s.setAge(19);

System.out.println(s.getName());



五、总结

对本次课程内容进行总结，并留思考题一道。

提问、课堂讨论等师生互动的设计：

（1）在教学过程设计中的第二大点让学生先按照原有编译、执行方式把增加了包的文件操作一遍，让

他们自己看到错误，然后再由教师解释错误原因、演示正确的方式，再让学生马上跟着操作一遍，即教学

过程设计第三大点，如有做错的地方发到群里互相讨论、帮助解决。

（2）在教学过程设计第四大点，关于方法的访问控制说明符 public、protected、default 和 private，

可以由教师演示一到两个关键字，然后给学生留出时间让他们自己去运行另外的，自己去得出每个关键字

修饰的方法可访问的范围的结论，再由教师集中总结。

（3）留思考题在实验课上统一讲解。

教学小结、课后作业

教学小结：

课堂讲授可以让学生对包的概念、应用有了基本的认识；随堂操作可以更直观的理解包的作用及控制

范围，但在具体操作上，仍需要通过大量实验来提高学生的编程能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能把这个

知识点真正弄明白，还能加深对 Java 面向对象特点的理解。



课后作业：

定义游戏 Game 类，要求它在包 game 中，其中它有 gameName、role 两个属性，分别设置他们的 setXXX

和 getXXX 方法；

然后再定义一个类 Player，它在包 kpl 中，要求在 Player 类中创建一个 Game 类的对象实例，通过调

用 Game 类对应的 setXXX 来设置游戏名 gameName 和角色 role，并且通过对应的 getXXX 输出他们属性值。

参考资料（包括辅助教材、参考书、文献等）：

[1]《Java 基础入门》（第二版），黑马程序员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年

[2]《Thinking in Java》Bruce Eckel主编，陈昊鹏译，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社，2018 年

[3]《Java 编程入门指南》 明日科技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 年

教学后记（即教学实施情况总结分析，在课程结束后填写）

包的定义、代码的编写、编译及执行，如果按照知识点陈述，大概六七分钟就可以讲解完，但这样的

讲课方式生硬也不利于学生真正理解课程重点，采用演示、对比分析、递进教学，可以全程吸引学生注意

力，课堂上给学生布置任务可以激发他们的挑战欲，但是一定要注意任务量不要过大，因为要考虑班级整

体水平以及课堂时间限制等因素，而且教师一定要在下课前把每一环节布置的任务都亲自演示一遍，并且

做综合总结（包括知识点本身、学生易错的共性问题），这样就可以照顾到班级绝大部分的学生，让他们在

课堂上有收获有成就感，同时趁热打铁，在同步的实验课上布置相关任务，即课堂上留的思考题，该题目

对于仅学习五六个星期的学生们来说并不简单，需要在实验课上讲解。

实验课上，我会根据题目的难易程度分配时间让学生们先自己做（部分主动学习的在理论课上完后就

已完成），做完的就在群里打“1”，这样便于我登记平时成绩，先做完的同学平时分数肯定是要高一些的，

然后等学生们基本上都完成（包括完成的、不会的、写错无法再继续下去的） ，让做完的把自己的执行代

码及结果截图发到 qq 群，大家分享学习，我会选择一到两个做的比较好的同学的作业，以他们的为蓝本进

行题目的讲解（基本就是正常的逻辑顺序和代码顺序），这样做对于基础比较扎实的同学来说，就可以完全

理解该题目了，同时对于另一部分底子比较薄的同学来说，正常的顺序讲解他们可能是似懂非懂，像是明

白了，但是还是自己写不出，那么我会要求其中一到两名写的是半成品的同学截图把他们的“错误”代码

分享到群里，通过带着他们分析需求、纠正错误、对比正确代码的形式把代码再梳理一次，如这个过程中

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群里马上提问，已经做完的同学会积极主动来答疑解惑，这样便可以让他们有豁然

开朗的感觉，班级整体就可以把这个知识点拿下了。



对于题目本身，我尽可能不局限于单个知识点、单个需求，首先在题目的拟定上，我选择了学生们课

余喜欢玩的游戏作为要定义的类，包名 kpl 则是正在进行的王者荣耀对抗赛，这样增加了和学生互动的话

题度，把代码编程引入到生活中，他们愿意做、不畏惧这道题目，其次，在题目的内容上，除了包含课堂

对应的知识点包的定义、导入、执行、方法的访问控制，还渗透了类的封装、甚至是 JavaBean 的内容，潜

移默化的拓展可以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课堂还可以设置一定的奖惩机制，题目完成的好、完成的快的同学可以分配更难的题目作为奖励或者

完成所有任务的同学可以有提前下课的优先权，我还会在群里发红包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大家积极性；对

于完成的最慢、错误最多的同学，以自愿的形式在群里发红包，几毛几分都可以，最大不超过两元钱，接

受“惩罚”发了红包的同学下次肯定不愿再发红包，那么必然要牢记自己写代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

的方式，变相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当然，最后每位同学仍需要将任务以作业的形式提交到学习通供老师

批阅、抽查，这可以督促成绩较差的学生完成学习任务。

将课堂与实验有效结合，鼓励、互动穿插其中，第一时间答疑解决他们心中疑惑，学生们愿意听课，

兴趣有了，自然也就愿意行动起来了。



附件 2 ：

《Java 程序设计》线上授课调查问卷

第 1 题 你更喜欢线上还是线下上课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线上 135 51.14%

线下 129 48.8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2 题 如果将《Java程序设计》的 48 课时改成线上线下结合，你认为一下哪个比例更合

适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50%线上，50%线下 89 33.71%

40%线上，60%线下 34 12.88%

60%线上，40%线下 34 12.88%

30%线上，70%线下 69 26.14%

70%线上，30%线下 38 14.3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3 题 你喜欢线上上课的原因是？多选 [多选题]

选项
小

计
比例

不用在教室面对老师，很放松 106
40.15

%

可以第一时间用自己电脑运行老师授课内容 150
56.82

%

老师声音好听 89
33.71

%

可以吃东西 58
21.97

%



可以及时线上提问，老师看不到学生自己的样貌，就

不紧张
136

51.52
%

不明白处提问，总有同学热心回答 138
52.27

%

不担心教室监控拍到自己 13 4.92%

不用担心有督导随堂听课 16 6.06%

可以和老师互动聊天 124
46.97

%

可以同时做其他事情，比如玩手机，逛淘宝 8 3.03%

不听课也没关系，反正老师不知道 1 0.38%

不用出门，节约时间 59
22.35

%

没听懂的可以第一时间去百度 103
39.02

%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4 题 你不喜欢线上上课的原因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更喜欢线下这种方式 52 19.7%

喜欢同学一起坐教室学习的氛围 88 33.33%

不喜欢一直对着电子屏幕 99 37.5%

老师讲课机械化，看不到神态、动作 31 11.74%

有家人在旁边监督，不爽 5 1.89%

网速不好，卡顿 82 31.06%

无 72 27.27%

不会时无法第一时间得到老师帮助 50 18.94%

同学在群里说听懂了而自己还没懂 76 28.79%

总是起不来，闹铃也无用 27 10.23%

老师讲课进度慢 2 0.76%

老师讲课进度快 15 5.68%



怕老师提问点到自己 9 3.4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5 题 你最喜欢哪种线上教学方式 [单选题]

选项
小

计
比例

教师提供网络资源、布置任务，学生自行学习，提交

作业
34

12.88
%

直播（可以看见教师、直播中答疑、讨论） 90
34.09

%

直播（看不见教师，仅屏幕分享、直播中答疑、讨论） 122
46.21

%

先看教师提供的网络资源再 qq群讨论、答疑 12 4.55%

看教师自己的录播课程，然后 qq 群答疑、讨论 6 2.2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6 题 相对于线下 45 分钟上课+10 分钟休息+45 分钟上课的模式，你认为一次课的线上

教学时长多久合适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45 分钟上课+10 分钟休息+45 分钟上课 165 62.5%

连上 60 分钟 6 2.27%

90 分钟，中间不休息 58 21.97%

30 分钟上课+10 分钟休息+30 上课 35 13.2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7 题 线下学习，有时会有一天 8 节理论课的情况，如果是线上一天八节课，你觉得合

适吗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合适 28 10.61%



不合适 178 67.42%

无所谓 58 21.9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8 题 一天的课程学习，你接受最多有几个小时在线学习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3 个小时 14 5.3%

4 个小时 32 12.12%

5 个小时 45 17.05%

6 个小时 97 36.74%

7 个小时 20 7.58%

8 个小时 40 15.15%

9 个小时 7 2.65%

更多 9 3.4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9 题 是否喜欢老师为活跃课堂气氛主动与大家聊天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喜欢 233 88.26%

一般 24 9.09%

不喜欢 2 0.76%

随便 5 1.8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10 题 在老师直播讲课的方式外，你自己会选择利用课外时间再去网络找相关资源学习

吗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经常这样 97 36.74%

从不会 8 3.03%

偶尔 159 60.2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11 题 你喜欢的线上教学平台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qq 240 90.91%

学习通 48 18.18%

智慧树 0 0%

B 站 80 30.3%

钉钉 6 2.27%

抖音 10 3.79%

其他 10 3.7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12 题 你认为什么课程适合线上教学？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英语 90 34.09%

马列 107 40.53%

物理 29 10.98%

高数 54 20.45%

注重实践的计算机类 143 54.1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13 题 Java 实验课程线上教学这种方式你的喜爱程度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喜欢，感觉比线下上课效果好 86 32.58%

不喜欢，还是喜欢线下 26 9.85%

希望线上开设一部分，线下一部分 152 57.5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14 题 如果 32 个课时的 Java实验课程改成线上线下结合，你希望课时比例？ [单
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50%线上，50%线下 90 34.09%

30%线上，70%线下 77 29.17%

70%线上，30%线下 40 15.15%

40%线上，60%线下 31 11.74%

60%线上，40%线下 26 9.8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15 题 你是否介意线上上课没有纸质教材？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介意 71 26.89%

无所谓 40 15.15%

有点介意 130 49.24%

不介意 23 8.7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16 题 对夏石莹老师的线上授课，你打多少分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100 196 74.24%

95 36 13.64%

90 23 8.71%

85 3 1.14%

80 3 1.14%

75 1 0.38%

70 2 0.76%

65 0 0%

60 0 0%

不及格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17 题 你对自己的线上听课表现打多少分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100 28 10.61%

95 21 7.95%

90 63 23.86%

85 34 12.88%

80 66 25%

75 8 3.03%

70 16 6.06%

65 4 1.52%

60 17 6.44%

不及格 7 2.6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18 题 你对夏石莹老师课后答疑情况的满意度打分？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100 180 68.18%

95 36 13.64%

90 32 12.12%

85 6 2.27%

80 8 3.03%

75 1 0.38%

70 0 0%

65 0 0%

60 1 0.38%

不及格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19 题 你对自己 Java 程序设计这门课程的课后复习、预习情况打分？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100 27 10.23%

95 13 4.92%

90 41 15.53%

85 29 10.98%

80 69 26.14%

75 21 7.95%

70 28 10.61%

65 3 1.14%

60 19 7.2%

不及格 14 5.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20 题 你喜欢老师和你什么样的互动方式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发红包 68 25.76%

话家常 192 72.73%

聊实事、国内外大事小情 145 54.92%

聊明星 13 4.92%

聊游戏 46 17.42%

聊购物 11 4.17%

聊平时学习 130 49.2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21 题 家里线上学习，父母在身边对你是否起到了激励或督促的作用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38 14.39%

还好 108 40.91%

一点点 59 22.35%

不是 32 12.12%

完全起不到作用 20 7.58%

负作用 7 2.6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22 题 如果有督导在线上听课，你会不会感觉别扭？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一定会 47 17.8%

有一点 106 40.15%

无所谓 60 22.73%

欢迎一起学习 51 19.3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23 题 你认为老师进行线上教学应该增加的技能是什么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会唱歌 74 28.03%

会讲段子 110 41.67%

熟练使用直播工具 145 54.92%

和线下一样就好 143 54.1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24 题 一次线上直播课程，你对上课人数有要求吗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35 人以下 2 0.76%

70 人以下 17 6.44%

100 人以下 51 19.32%

130 人以下 23 8.71%

170 人以下 1 0.38%

200 人以下 2 0.76%

人数不限 168 63.6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25 题 线上上课你用的设备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电脑 173 65.53%

手机 91 34.4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26 题 你认为线下上课的弊端？ [多选题]

选项
小

计
比例

来回走路浪费时间 141
53.41

%
当有问题时不好打乱老师上课节奏，而线上就可以及

时提问
147

55.68
%

总担心有人听课、突击检查 36
13.64

%

受爱睡觉、爱玩手机的同学影响较大 52
19.7

%

老师不能顾全到每一个人 112
42.42

%

一旦回答错误没面子 57
21.59

%

老师准点来准点走，而线上互动多些 87
32.95

%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27 题 线上实验课比线下实验课的主要优势在哪里？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可以同步做其他事情，不拘束 132 50%

对知识点本身掌握的更牢固了 71 26.89%

有问题可以第一时间在群里得到回应 170 64.39%

电脑可以上网，方便 126 47.73%

可以吃东西、听歌曲 26 9.85%

不担心老师站在自己身后 32 12.12%



看不到老师表情，感觉老师总是和颜悦色 77 29.17%

老师更容易记住每个人的名字 27 10.2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28 题 线上听课采用的网络环境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宽带（wifi） 194 73.48%

手机流量 70 26.5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第 29 题 你是否有去传智播客网站去预习或复习老师提供的对应知识点的视频学习？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经常去 42 15.91%

从不去 36 13.64%

偶尔 186 70.4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