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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法，也带来了课程质量控制的新

挑战。如何促进学生在线学习的成效提升，是目前在线教学亟需探讨的关键问题。基于 12所

高等中医药院校的学情调研结果，以支持深度学习为核心，对在线课程质量要素进行了分析

探讨，结合中医药课程内涵，制定了面向深度学习的中医药课程在线教学质量控制标准，并

通过明确学习要求、提升在线学习任务“挑战性”、强化师生有效互动、教师支持和质量督

导等保障措施，为抗疫时期中医药课程在线教学的实施和质量评估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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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ine teaching not only provides us opportunities to adopt new 

teaching methods, but also imposes us challenges to conduct quality control of 

on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 during epidemic prevention. How to enhance on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s a pressing issue currently. The research conducted a 

survey on student analysis in 12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of in-depth learning, together with the findings of the survey, this 

paper put forward standards of quality control for online TCM teaching and 

learning, identifying learning objectives, increasing the challenge degree of 

online tasks, reinforcing effe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enhancing mutual supporting among teachers, and implementing supervis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t offers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online TCM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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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学作为新兴的远程教育形式，因其具有时空分离的灵活性，成为今年新冠肺炎

防控期间，实现“停课不停学、不停教”目标的主要手段和途径。本文以此为基础，基于

前期关于深度学习的学情调研工作，在全面推动在线教学的过程中，制定了中医药课程在

线教学质量监控标准并探索实施，期为疫情期间在线教学质量的保证作出贡献。 

1 在线教学存在的质量控制问题分析 

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迅猛发展，知识传播与获取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自美国可汗

学院在 2012 年大规模开发在线课程 MOOC 以来，以哈佛、耶鲁、麻省理工为代表的世界一

流高校通过各种形式投入到在线课程建设中，其中美国的 Udacity Coursera 和 edX，英国

的 FutureLearn，德国的 iversity，澳大利亚的 Open2Study 等受众最为广泛。国内越来越

多的高校也开始关注并发展在线课程建设，对传统教学模式发起挑战并产生巨大影响。虽

然在线学习具有拓展教学时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等优势。然而也面临“高戳课率”“低

参与性”等在线深度学习的质量危机
[1]
，适合在线教学的质量标准亟待制定，如何改变在线

课程“有建无序”“建而不精”的情况需要深入思考。 

2018 年起，教育部提出了高校要淘汰低阶性、陈旧性“水课”，打造高质量“金课”

的新要求。同时强调，建设“金课”要充分重视课堂教学这一主阵地，努力营造课堂教学

的热烈氛围；要合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积极推进“慕课”建设与应用，开展基于慕

课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开辟“智能+教育”新途径。在大数据时代如何积极转变学生学

习方式，让在线教学达成学习成效，除了注重技术、工具、形式之外，还应该把传统课堂

的对学术内涵、学业挑战、学生获得感、有效评估等要求要素有效融入，并通过信息化手

段有效提升，才能使在线课程真正符合“两性一度”的“金课”要求。 

2 面向深度学习的在线教学质量标准制定思路 

2.1 在线课程质量标准评价要素分析 

目前各国学者都普遍重视在线学习质量评估的方法研究。Shelton 和 Saltsman（2004

年）提出，在线课程质量是保留率、学术成果以及在线学生和教职员工支持成功的综合
[2]
。

Daniel 和 Uvalic（2013 年）通过“与学术合作伙伴关系——质量在线学习指南”报告列出

课程开发、教学和学习（指导）、课程结构、学生支持、教职工支持、技术、评估练习、

学生评估和考试安全性的质量要素
[3]
。Ossiannilsson 等（2015年）以确保开放、远程、灵

活为原则，提出机构管理、课程设计、学生支持和其他教育提供等质量要素
[4]
。Board（2006

年）和 Pape（2009 年）则制定了包括教学理念、课程内容、教学设计、学生评估、技术和

课程评估与管理5方面的标准
[5-6]

。Florence Martin和Drew Polly根据Quality on the Line: 

Benchmarks for Success in Internet Based Distance Education、 UNIQUe 2011、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等提取分析了 12 项全球在线学

习相关标准，提示教学分析、设计和开发是最顶级的指标
 [7]

。综上，设计在线学习课程最



先应该考虑的是能达成学生学习目标的教学设计在线结构。 

2.2  以“深度学习”目标为核心的课程质量要素思考 

教育学领域的深度学习概念缘起于 1976年美国学者 Marton，F.和 Saljo，R.发表的“论

学习的本质区别：结果和过程(On Qualitative Difference in Learning: Outcome and 

Process）”一文。2005 年我国学者黎加厚提出，深度学习是指在理解学习的基础上，学习

者能够批判性地学习新的思想和事实，并将它们融入原有的认知结构中，能够在众多思想

间进行联系，并能够将已有的知识迁移到新的情境中，做出决策和解决问题的学习
[8]
。 

布鲁姆分类法作为评估学生通过日益复杂的教育行为展示其理解水平的能力的工具，

其从低到高的 6个认知级别是：知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估。其前提是学习者

必须先达到低层次的“表面学习”水平，然后才能升至更高层次“深度学习”水平。深度

学习被普遍认为是对应认知的后 4个级别，具有注重批判理解、强调信息整合、促进知识

建构、着意迁移运用、面向问题解决的主要特征
[9]
。由此可见，基于问题的学习活动整合，

任务驱动式和主动学习任务设计，非常适合面向深度学习的教学设计
[10]

。而在线教学的教

学设计也可以通过提供基本概念（知识点术语，超媒体链接，示例的链接）到更复杂的以

学生为中心的活动（案例解释、同行评议、咨询指导以及在线论坛）来实现“脚手架”的

搭建，支持深度学习的达成。  

2.3 中医药学生学情调研分析启示 

面对各种准则和要求所构成的在线教学评估框架，中医药院校应该立足自身独特的专

业背景，从教学设计和学习活动的角度，促进以“深度学习”为核心的教学设计策略。2018

年我校面向全国 12所中医药院校 1万余名学生开展“高等中医药大学生深度学习现状研

究”。问卷题项分为学习目标、学习方法、学习评价 3个维度，其中学习目标是相对高阶

的认知目标——应用、分析、评价、迁移（建构）；学习方法包括反思性学习、挖掘知识

深度和拓展知识广度。根据高等中医药学校大学生深度学习现状研究报告，其结果为在线

教学质量控制要素设计提供了有效提示
[11]

。 

（1）高阶性认知目标训练有助于“深度学习”。调研显示所有高阶性的学习目标与学

生的能力提升存在正相关，知识迁移（建构）＞评价＞分析＞理解运用。深度学习目标的

设定是医学生能力提升的重要前提条件。中医药专业教育以往比较重视知识记忆，但面临

“知识爆炸”和大数据时代，更需要培养学生在复杂环境下的分析与独立判断的能力。此

次 “抗疫”战斗中，中医药疗效明显但抗病毒的基础与临床实证等研究准备还不够充分和

有力，有效的经典理论与方药如何切中新发疾病的关键病机等方面也需要尽快从经验层面

跃升为规范共识，这些指示和思考就可以作为鲜活的素材充实进在线教学中，突出实战问

题导向和能力培养，提高学习目标的挑战性。 

（2）长篇论文的评价方式更能体现高阶认知目标。调研显示提交论文的评价方式与高



阶认知目标存在正相关，学生撰写长篇论文更能实现深度学习目标。结合中国传统教学中

就很崇尚“策论”，中医药与生命科学的复杂性，就需要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基于实证

的逻辑分析能力，而论文表达也是评价中医药思维的重要形式。当下学术界有关 “抗疫”

中医理论的探讨空前活跃，是日常教学活动中较为缺少的学术题材。因此通过在线提供鲜

活的教学资源，指导学生围绕抗击瘟疫的特色中医药的功效再认识，以及基于内经、伤寒、

温病学理论讨论新冠肺炎的病因病机等，完成开放性、评述性作业和研究报告，更有助于

强调知识处理的充分广度、充分深度和充分关联度
[12]

。 

（3）学术阅读能发展学生元认知的能力。调研分析发现，无论哪类书籍文献阅读均能

提升学生深度学习，但相对于教材（参考书），学生更加认可学术文献与其他书籍带来的

收获。提示在线教学中要更多提供能展示中医药现代化与产业化发展新思路、新进展的阅

读素材，以及古今中外的临床实践。而且案例推介和分析评述短小精悍，更符合在线学习

时充分加以运用。在“览读”与“选读”现有的医疗研究的理论和临床应用资料之外，“通

读”和“精读”具有时代性和创新性的中医学研究对于拓展学生视野更有裨益。当然，在

线教学参考教材的选用必须突出正确的政治导向，严格加强对于在线教材的管理与督导力

度。 

（4）反思性学习能有效支持学生“深度学习”。调研显示反思性学习与评价结果正相

关，能促使学生有获得感，是较为有效的深度学习方法。提示在线教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

方式开展测试和反馈，作为知识掌握和能力提升程度的评价依据，但也要强调不能忽略课

程思政元素的导入。可以结合防控现实，引导学生对中医药事业和公共卫生、健康管理领

域的发展热点问题，以及运用传统医学整体观思想丰富现代医学理论方法等方面进行深度

思考，激发学生对于医者仁心等职业精神、“逆行”医务英雄的崇敬之情，在自我反思中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专业自信，从而建设有“温度”的在线课程。所以，在此次抗疫期间

全面开展的在线教学，指向“深度学习”目标的课程设计，能够有高的认知投入，且能进

行复杂的教学交互活动，完成高水平的认知思维过程，而相应的在线课程质量控制标准也

可以围绕这些要素展开。 

3 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质量控制的探索与实践 

我校根据教育部《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教高厅

[2020]2 号）文件精神，正确把握本次在线教学工作实效性、阶段性、集中性的特点，基于

原有的课程质量控制体系，参照现有在线教学质量标准，兼顾中医药院校专业特色和疫情

期间课程思政的切入点，形成多维度的评价体系。见表 1。强调“在线教学不做一般概念和

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简单重复”的总体要求。在线教学准备工作采取分阶段、持续性、多

形式、重实效的原则， 按照“准备、实施、反馈、再准备、再实施”的流程，做到提前布

置、有序推进、不断改进、确保质量。 



表 1  在线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Ⅰ级指标 Ⅱ级指标 Ⅲ级指标 

教学理念 1 坚持立德树人，全

面发展  

体现了以中医药文化自信为核心的立德树人、全面

发展理念 

2以学生发展为中心  以学生学习成效为出发点，有学习成效达成的目标

和途径  

课程内容 1 为学生提供引人入

胜的学习体验 

内容和作业具有足够的严谨性和深度、广度；信息

素养和沟通技巧已纳入课程并作为课程的组成部

分；学生可以获得足够的学习资源和材料来提高成

功率 

2 提供清晰的课程概

述和介绍 

课程中包含清晰、完整的课程概述和课程提纲，要

求与课程目标一致，代表课程的范围并明确说明 

3教师资源明确 提供教师信息和联系方式；能进行评估和作业答案

及解释的平台模块 

教学设计 1 课程目标契合学生

学情 

课程目标匹配不同专业背景学生的学情，其深度与

广度科学合理 

2 具体安排课程和单

元设计 

就课程和其下单元进行设计，每个课程都包括课程

概述、内容和活动、作业和评估，提供多个学习机

会，让学生掌握内容 

3 围绕课程目标设计

策略与活动  

教与学活动与课程目标映射关系清晰，为学生提供

从简单到复杂的方式进行高级思维、批判性推理活

动和思维  

4 围绕课程目标设计

学习评价要求 

学习评价方法适切多元，体现出表现性评价（如：

论文、作业、汇报等）和形成性评价的理念  

5师生交流与互动 交互式互动，能增进师生、生生交流互动，能促进

知识主动获取和理解 

6 在线教学资源丰富

多样  

教学资源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时代性，形式多样

（如：多媒体、网络课程、虚拟真实等） 

学生评估 1学生准备情况 关注学生准备情况，根据学生特点设计适合他们的

学习活动，支持和管理学生 

2 建立科学合理评估

策略 

评估策略与课程目的及目标相一致。包括适当的方

法和程序，以评估学生对内容的掌握 

3即时反馈 评估策略和工具能让学生不断了解自己在课堂上的

掌握程度 

教学技术 1 课程架构、技术支

持和师资培训 

具有易于使用的界面，满足互操性和可访问性标准，

适合有特殊需求的学习者使用 



3.1 制定在线教学方案明确自主学习要求 

根据学者罗伯特·加涅(R．M．Gagne)提出的“九大教学事件”和学习过程理论
[13]

，我

校教师反思学情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如：书面作业较少，特别是 500 字以上的研究报告写

作较少；长篇文献阅读较少，除教材和参考用书外，最新学术文献、临床指南较少涉猎；

阶段性的测评和训练以记忆性知识为主，应用性、理解性的知识测评较少等，对应在线课

程质量评价标准制定相应的在线教学方案，见表 2。 

表 2  不同自主学习方式下在线教学方案 

提交内容 

不同自主学习方式下的在线教学方案 

教学事件和

学习过程 

在线慕课

学习链接

和内容 

课程中心视

频学习内容 

课程中心有

声PPT课件 

在线阅读学

习材料 

其他内容和

方式 

课后作业 问答题和

计算题 

案例分析题 论述题 ≥500 字的

研究报告 

其他作业内

容和形式 

引出作业激活

反应组织 

数量要求：每次课程 3~5 题 

作业提交时间：阶段性学习后 1周内 

阶段性测试 在线慕课

网上测试 

测试卷 分析题和论

述题 

研究报告 其他测试内

容和形式 

提供作业正确

性的反馈，建

立强化 

 

 

答题材料提交时间：阶段性学习后 1周内 

在线答疑 课程中心

平台 

公共邮箱 微信群或 QQ

群 

其他网络教

学服务平台 

其他答疑方

式 

评价作业，激

活提取，使强

化成为可能  

答疑频率要求：原则上应每次课程学习和每次提交作业后 

在线讨论 鼓励教师应用各种工具至少每 2周组织 1次 促进信息的保

持和迁移，为

信息提取提供

线索和策略 

3.2 在线学习任务布置要求体现“挑战性” 

学校要求授课教师指导学生在线课堂（慕课、视频资料、音频课件等形式）学习，不

推荐和强求学生在线“打卡”，但应布置包括问答论述、计算练习、案例分析、命题作文、

短篇研究报告等形式的课后作业。教师除提供数字教材外，应布置相关学术文献学习要求

并做好指导工作。微视频、有声 PPT 等示教课件应围绕重点和难点学习问题展开，突出思

维引导，简要精当，便于网络下载和浏览，不简单重复课堂教学内容。不推荐在条件准备



不充分的情况下使用在线直播方式。同时要求在线教学的阶段性测试，制定科学评价学生

掌握程度、理解深度、应用能力、合理质疑的综合性方案，全方位激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3.3 强调在线答疑推进师生有效互动 

将学校“骨干教师教学激励计划”的坐班答疑和住校答疑要求（教授、副教授每周不

少于 1 天坐班答疑、每两周不少于 1 次住校答疑，并纳入教学日历）从教室、办公室转移

到网络上，通过在线答疑、作业点评、组群讨论等方式，做好点对点的主动交流和个性化

指导。要求授课教师密切关注学生的终端环境和学习准备，鼓励做好同学之间公共学习资

源的分享工作，真正形成“师生共同体”的学习模式。同时还要做好在线教学与面授教学

安排的衔接，专门设计在学生返校后 2 周内进行“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补课环节和

综合测试的安排。 

3.4 强化教师支持和在线教学质量督导  

全面开展在线教学平台和教学工具的推荐和在线培训工作，通过“一图读懂”、操作

手册等方法，及与教育信息化相关企业联动，帮助教师尽快掌握信息化教学的技术和手段。

教学督导从课程设计阶段就全程参与，应用在线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在线指导和督

查。同时结合“课程思政领航计划”，与学工部门联合开展优秀在线教学案例和“停课不

停学”师生风采的展示和评比工作，发挥典型引领，鼓励教师实施在线教学的同时，也能

关注好学生的心理和思想动态，让特殊时期的教学工作呈现为一道立德树人的靓丽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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