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在线课堂等直播互动教学形式的若干建议

如何上好在线直播课程？



一、光线和光源

（1）重视在线直播教学中的背景光线，不要逆光，避免造成主讲教师脸部形象在摄像头中的偏黑，

模糊不清晰。

（2）有条件的教师，可以增加简易光源（如台灯等），为脸部进行适当补光。

逆光效果 正常效果



二、背景和布局

（1）重视背景布局，尽量做到教师身后的背景干净、整洁、无杂物，避免分散学生注意力

（2）从实际环境出发，可以考虑简易纯色背景，如白墙。

正常效果



三、仪表和着装

（1）重视仪表着装，尽量做到干净整洁、着装得体，避免摄像头中的教师形象无精打采

（2）从实际情况出发，着装可正式或稍休闲，女教师可适当化淡妆

正常效果



四、教师近景和摄像头的拍摄角度

（1）重视摄像头拍摄角度，尽量做到教师形象在摄像头中占据4/5或2/3空间，以教师近景（人物胸部以上

的画面景别）为主，避免教师头像长时间显示时，出现没有显示鼻子以下部位的影像。

（2）从实际情况出发，教师可提前演练坐姿，熟悉摄像头拍摄角度，避免长时间低头阅读材料，达到最优形象

展示。

正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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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授课时间把控

（1）重视授课时间安排把控，目前很多直播授课大都持续2小时-3小时，

尽量可以安排中间休息环节、提问讨论或互动反馈环节，避免学生长时间

在电脑前学习，无法保持注意力始终集中，降低学习效率

（2）从实际情况出发，教师可以通过适当引导开启部分学生摄像头，

利用“答题器”小工具等开展投票环节，实时了解学生的在线状态，

模拟出“面授“教学情境



六、提前创建并进入在线课堂，设置“温馨提示“

（1）建议教师提前至少15-20分钟进入在线课堂，并设置简单的类似“温馨提示”信息（如下图所示），等

候学生陆续进入，尽量避免临近上课时间才点击创建课堂，使得远端学生因迟迟无法进入课堂而产生“不知

所措”的焦虑。

（2）因为在线教学的特殊性（师生异地分散，信息无法及时对称），更需要教师安排出较为充裕的上课

“提前量“和设置温馨明确的信息告知，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远端学生消除课前的”紧张”和“焦虑”。



七、本学期开课前，提醒学生提前登陆教学网绑定手机号

（1）若教师选用在线课堂Classin教学模式，则学生必须登录教学网，对每门这样的课程，首次绑定手机号

就行，而且要进入教师启动的在线课堂一次。之后不需要再进教学网就能在线上课了。学生的Classin客户端

就创建了课程的班级链接，只要教师开启Classin，学生可直接进入。

（2）本学期开课前，请您提醒学生尽量提前登陆教学网并绑定手机号，避免临近上课时间才去进行绑定

操作，造成可能出现的网络拥堵。



八、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

（1）重视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适用于“面授“教学的互动教学理论大都也适用于在线直播互动教学，教师

可以通过灵活使用在线课堂提供的各种教学工具，努力关注远端学生的学习体验，更好地模拟出面授教学情

境，通过强化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达到互相启发、教学相长的良好教学效果。

（2）从教学实际出发，教师可通过点名、随机提问、讨论、限时答题、投票等教学环节的组合设计，最大程度

地模拟出面授教学情境。



九、明确作业布置、考核要求和畅通的反馈渠道

（1）重视明确告知学生关于作业布置、考核要求和反馈渠道，远端学生刚开始接触新型的在线教学模式，难

免会因为各种原因产生焦虑和担心。教师可通过教学网、在线课堂、微信、电子邮件等各种形式向学生明确

作业、考核和教学反馈的具体要求，帮助学生尽快度过”开学焦虑期”。

（2）从实际情况出发，教师应更重视发挥好助教的作用，助教可以利用教学网等工具更好地指导学生开展线上

讨论、协助教师作业批改、沟通反馈学生的综合意见等。



十、教师正式宣布下课后请关闭摄像头、麦克风或在线课堂程序

（1）重视下课后关闭摄像头、麦克风或在线课堂程序，避免个人的私人空间，在不经意之间过度开放。

（2）教师创建在线课堂后，默认持续进行4小时。4小时过程中，学生可随时进入并保持在线。请在下课后关闭

教师端的摄像头、麦克风或在线课堂程序。



十一、综合其他渠道反馈的教学建议

（1）课程设计层面的相关建议：需要考虑线上教学的特点，结合新的技术工具应用，将信息技术与在线教学

设计更好地融合。如内容上可以精简，部分记忆性内容作为背景资料传达给学生，而直播期间增加更多师生

互动和交流。。

（2）直播软件使用和教学相结合的相关建议：听课中很多老师同学对于软件的熟悉度还不够，功能还在摸索过

程中。即使熟悉了功能还存在如何有效利用相关功能更有效开展教学的问题，从录像效果来说，教师角度、光线、

声音调整都会影响教学效果，从利用软件演示、教学、考勤、测验、交流等功能的有效使用都需要加强。

（3）加强师生交流的相关建议：充分利用在线教学的特点，加强师生交流互动，根据网络工具设计一定的交流

模式，课程测验、点名回答、提问、分享、作业批改讲解等。

（4）给与学生更多地课下任务要求的相关建议：线上教学不同于面授，需要更多线下的时间支持才能够得到较

好的效果，需要给学生一定的课前预习要求，设置相应的课后作业或练习活动，课后活动与课程教学紧密结合起

来，促进教学效果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