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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观察法、数据分析法的方式，对“互联网+”时代英语专业课程教学中师生互动

方式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的同学青睐线上、线下结合的互动方式。根据调查结果，

线上教学所具备的不受时空限制等多种优势，是互联网时代的大势所趋。促进线上线下融合教学，综合

发挥两者的优势，才能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多元化学习需求，推动教育模式的创新和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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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questionnaires, observations,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 to investigate and stud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majors in the “Internet+” 
era. The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most students prefer a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inte-
raction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sults, online teaching has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not being 
limited by time and space, which is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Internet era. Only b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both can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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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meet the diverse learning needs of students,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educational models 
and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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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这一概念是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旨在借助互联网促进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适应新时代的要求[1]。在“互联网+”急速发展的浪潮之下，教育行业也随之迎来了

崭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推进，本科教育改革再次成为我国政府与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2]，如何在“互联网+”时代下推进本科教育改革成为一大挑战。 
英语专业技能课程是英语专业的基础性课程，为英语专业学生进一步学习英语专业知识打下坚实的

基础，也对培养学生英语专业素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听力课和写作课是很重要的英语专业技能课程，

这些课程旨在训练学生的英语听力和写作技能，是培养学生英语能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新冠病毒肆虐时，各高校纷纷采用线上授课的模式以保证教学进度的推进，促成了英语专业技能课

程授课方式的转型。高校复课后，听力课和写作课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实现了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

的相结合，师生互动方式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既有线上的交流，也有线下的互动。课堂互动有利于提高

学生的学习专注力，从而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这对学生的学习效果有着极大的影响。由此可

见，加强对“互联网+”时代下师生互动的研究，无疑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2. 文献综述 

2.1. 师生互动 

师生互动是教学中不可缺少，极为重要的一环。互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互动是指一切物质

存在物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我们通常认为的互动是狭义的互动，指在一定情境下，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各

种形式、各种性质、各种程度的相互作用和影响[3]。师生互动是一种特殊的人际互动。它是师生之间发

生的各种形式的相互影响。它具有一定的目的和方式，主要用于教学过程。 
国外学者在研究师生互动行为时，虽然关注点各异，但都以全班学生的内在教学环境为基础。 
弗兰德斯用“社会相互作用模式”[4]分析了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对学生学习态度和效果的影响。他

提出了“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来分析师生的言语互动行为。该理论后来进一步发展，提出在不同情

境中，教师的最理想行为是：对于事实和技能的学习任务应进行较少的干预影响，而对于抽象推理和创

造性学习任务则可多一些教学指导。 
朗克尔利用信息反馈原理解释了师生行为相互影响[5]。他的师生信息反馈模式包括教师参考结构、

教师行为、学生参考结构和学生行为等因素。 
艾胥利等基于帕森斯的社会体系观点，将师生互动行为分为教师中心、学生中心和知识中心三种类

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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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师生互动的研究先是集中在对静态师生关系的探索，后来慢慢转向对动态的师生互动的研究，

但更多的是对师生互动的抽象理论探讨，缺乏具体的教学场景，以致教学实践的现实指导意义较小。其

中吴康宁等对课堂互动行为类型的探讨以及王家瑾构建的课堂互动行为模型较为独特。前者是以互动行

为主客体的关系为依据，十分直观，贴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后者显得简洁清晰，运用了系统工程分析方

法构建了一种三维坐标体系，具有理论意义，但对于应对动态变化的教学行为上则不够灵活[6]。并且，

大多数师生互动以教师作为师生互动研究的主体，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浪潮，师生平

等、学生中心的观念逐渐深入，从学生的角度思考师生互动的效果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2.2. “互联网+”时代下的师生互动 

在“互联网+”时代，师生互动面临着新的现实与挑战。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使得师生之间的

交流不再受时空的限制，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即时的特点。 
教育平台、在线课程和社交媒体等工具为师生提供了更广泛的交流渠道，打破了传统教学的壁垒。

互联网时代的大学英语线上师生互动具备了创新性的特征，这是基于其需要搭载互联网技术而形成的特

点，也是这一全新的教学模式中最明显的特征[7]。在此教学模式下，学生更容易获取丰富的教育资源，

通过在线课程、教育应用和数字化教材等形式，能够个性化地制定学习计划和获取知识。同时，师生之

间的互动也更加灵活，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定制化的指导和反馈，为学生提供更个性化的

学习体验。 
网络社交平台的盛行，使得师生之间的互动不仅限于课堂内外，还涵盖了更为广泛的社交场景。教

师可以通过微信、微博等平台与学生进行实时沟通，分享学术观点、教学资源，甚至建立更加紧密的学

术指导关系。这种多元化的互动方式为师生搭建了开放互通的教育交流平台。 
然而，互联网时代的师生互动也面临一些挑战。虽然信息获取更为便捷，但也带来了信息过载的问

题。高频率碎片化的师生互动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与传统线下教学相比，线上教学看似课堂互动

更加活跃，然而高频率的互动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8]。 
在“互联网+”时代下，师生互动现状呈现出更加多元、开放和灵活的特点。通过充分利用科技手段，

教育不再受到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为师生提供了更为丰富和便捷的教学资源和交流机会。然而，也需要

在信息管理和互动质量上加以引导和规范，确保师生互动的有效性和积极性。 

3. 研究设计 

3.1. 教学现状 

互联网平台在丰富教学场景的同时也带动了对英语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的探索与思考。随

着防疫政策的变化，我国高等教育逐渐进入恢复线下课堂教学、线上线下教育携手并进的新阶段。在各

种在线网络工具的支持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逐渐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这毋庸置疑地对课堂互动也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而课堂互动对于英语专业学生来说是获取知识和提升能力的关键环节，因此，探究线上

线下师生互动及其产生的学习效果的研究尤为重要。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师生互动都会对学生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例如，在互联网时代下，学生联

系老师的方式不再是传统模式下的面对面交流，学生可通过课程群或者直接添加任课教师联系方式的方

法进行线上交流，师生联系方便快捷，同时也促进了和谐的师生关系的构建。但缺点在于可能因信息过

多或联系过于频繁而造成对彼此正常生活的困扰。另外，线上授课互动形式较为单一，学生参与互动的

积极性一般。但线上平台的实时发布问题却有利于鼓励学生参与课堂互动，同时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将

这一方法运用到线下教学中，也有利于实现学生注意力的提高，再加上原本线下课堂的互动方式较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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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更有利于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 
本研究以某部属理工类高校(原 211 高校)英语专业的听力课和写作课为研究对象。该校本科英语专业

自 2002 年开始招生，至 2024 年有 22 年历史，在新冠疫情前一直采用线下教学。2020~2023 新冠疫情期

间听力课和写作课均采取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在听力课程中，教学方式主要通过发放问卷

星进行课堂小测或期末考试。这种方式可能有助于评估学生对听力材料的理解和应用能力。通过问卷星，

教师能够有效地设计听力测试，包括多种形式的问题，以全面评估学生的听力技能，如听辨能力、关键

信息捕捉和整体理解。在写作课程中，采取了更为个性化的方法，利用改写匠进行对作文的批改与打分。

改写匠可能通过自动化技术或教师的指导，提供有针对性的反馈，帮助学生改进文章的结构、语法、用

词等方面。这种个性化的反馈有助于学生理解自己的写作能力，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学术支

持，促使他们在写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这对“互联网+”时代下的教学模式具有启发意义，使我们进一

步思考线上和线下的互动形式的利弊，以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而学生是学习效果和教学质

量的直接反馈者，因此有必要探究学生对此问题的看法，从而有助于了解各种互动形式的优缺点以及对

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以便促进高质量师生互动的进行。 

3.2. 研究目的 

由于线上、线下互动方式对于学生学习效果或者师生关系均有利有弊，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学

生对线上线下师生互动以及学习效果的看法，探讨“互联网+”时代英语专业技能课程师生互动对学生学

习的影响。 
据此回答以下问题： 
1) 学生倾向哪种师生互动？ 
2) 不同互动方式对学生学习效果各有什么影响？ 

3.3. 研究方法 

为了研究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师生互动方式对学习效果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了如下研究方法。 
1) 问卷调查法。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匿名收集了某部属理工类高校(211) 21 级英语专业学生 42 名同

学对线上线下教学情况的反馈，其中包括对于听力课和写作课课堂互动的评价，以此作为研究对象。共

发放调查问卷 42 份，有效收回 42 份问卷。问卷的题目分成学习专注度、互动方式、评价方式、师生关

系四个维度，从这四个方面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师生互动情况。 
2) 观察法。课堂上观察听力课和写作课教学方式，做好观察记录。 
3) 数据分析法。分析通过问卷收集到的信息，进一步阐释师生互动与学生学习之间的关系，挖掘背

后的原因，以更好地促进教学的实施，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改善师生关系。 

3.4. 数据收集 

在准备进行问卷调查之前，先深入研究了学习专注度、互动方式、评价方式和师生关系这四个维度，

确保每个维度下的题目都能准确反映学生的学习体验和专业课程的特性。这四个维度是影响学生学习效

果的关键因素，彼此之间也互相影响。本文主要探讨其中一个维度即互动方式，以师生互动为主要的研

究焦点，其他维度作为影响的因变量，考察不同的互动方式对于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 
为了确保问卷的质量和准确性，先选择了九位同学进行初步的内部测试。通过他们的反馈，发现了

问卷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进行了修正。 
在正式调查阶段，发放了 42 份问卷，回收了 42 份问卷，经检查，42 份问卷全部为有效问卷。每一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377


李嘉欣 等 
 

 

DOI: 10.12677/ae.2024.143377 339 教育进展 
 

份问卷都是真实想法和观点的反映，是分析学习情况的重要依据。 
在收集完所有问卷后，开始对问卷进行统计和分析。通过数据，了解到了学生们对线上教学和线下

教学的态度倾向，以及他们选择某种教学互动方式的原因。 
在深入分析这些数据后，总结出了影响学生选择偏好的主要因素。再结合日常的学习体验和观察，

对这些因素进行了更深入的解读。例如，有的学生可能更倾向于线上教学，因为他们觉得线上资源更丰

富，学习更加方便；而有的学生则可能更喜欢线下教学，因为他们觉得面对面的交流更能促进学习的深

度和广度。 

3.5. 数据分析与讨论 

表 1 可以看出，有 50%的同学喜欢线下的课堂互动，50%的喜欢线上的课堂互动。19.04%的同学认

为线上教学方式对成绩提高效果较好。绝大多数的同学认为线上和线下教学对师生关系的构建有不同效

果。59.53%的同学喜欢线上线下结合教学。 
 
Table 1. Attitudes towards learning effects and interac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表 1. 对线上线下教学学习效果及互动的态度 

问题 百分比 

更喜欢进行线下的课堂互动 50% 

线上教学方式对成绩提高效果较好 19.04% 

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对师生关系的构建有不同效果 90.47% 

喜欢线上线下结合教学 59.53% 

有效填写人次 42 
 

表 2 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面对面的交流更为便捷，线下场所提供了更多互动选择，如小组

讨论，使学习更灵活。同时，近一半的人喜欢线下互动，因为他们可以更近距离观察老师，与老师和同

学更密切地互动。超过半数的参与者认为线下互动有助于深化老师对学生的印象，并更方便老师认识每

位学生。大多数人认为面对面互动能激发更强烈的参与感，可能因为能更直接地融入课堂氛围。此外，

绝大多数人认为线下互动创造更好的学习氛围，包括更紧密的学习社交关系和更有利的学习环境。大多

数人表示线下互动让他们更方便地与同学交流和讨论。仅有少数人不喜欢线下互动，可能是出于个人原

因。 
 

Table 2. Reasons for preferring offline interaction 
表 2. 更喜欢线下互动的原因 

选项 小计 比例 

面对面的交流更为便捷 22 70.97% 

线下场所不限制互动方式的选择，例如小组讨论等 16 51.61% 

学生能近距离观察老师，与老师同学近距离互动 15 48.39% 

加深老师的印象，方便老师认识大家 16 51.61% 

面对面互动会让我更有参与感 19 61.29% 

线下互动可以营造更好的学习氛围 24 77.42% 

能和旁边的同学交流讨论 19 61.29% 

我不喜欢线下互动 2 6.4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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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说明，相当一部分人喜欢线上互动的原因之一是不必开启麦克风说话，这可能有助于减轻对语

言表达的压力。超过七成的人选择线上互动是因为它允许更自由地安排时间，可能更适应个体的时间表

和学习节奏。绝大多数人认为线上互动的一个优势在于可以在任何地点参与，增加了灵活性和便利性。

大多数人认为线上互动使得互动更为轻松，减少了发言时的压力，可能因为没有身边的人直接观察。超

过七成的人选择线上互动是因为它提供了多样的参与方式，包括打字、语音、问卷、互动批注等，更符

合个体的喜好和需求。相对较少的人认为线上互动的优势之一是可以进行多屏幕实时互动，这可能涉及

到更高级别的技术需求或者特殊的学习场景。 
 
Table 3. Reasons for preferring online interaction 
表 3. 更喜欢线上互动的原因 

选项 小计 比例 

不一定要开麦说话 7 63.64% 

时间分配更自由 8 72.73% 

地点更自由 9 81.82% 

身边没有人看着会使我互动更放松，可以减少对发言的恐惧感 9 81.82% 

可以用多种方式参与互动，如打字、语音、问卷、互动批注等 8 72.73% 

可以多屏幕实时互动 4 36.3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  

 
总体而言，受访者更喜欢线上互动的原因包括灵活的时间和地点安排、不必开麦说话、互动更放松、

多样的参与方式等。然而，也有一些人提到了对多屏幕实时互动的需求。 
由表 4 可知，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线上教学促进了师生关系的原因之一是可以通过微信群或对话

框进行更频繁的联系，这可能增加了沟通的便利性和实时性。绝大多数人认为线上教学带来的自由互动

时间和地点使得随时随地与老师沟通成为可能，增强了师生之间的联系。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觉得在线上

教学环境下，师生关系更加放松，可能因为在虚拟空间中的互动更为轻松自然。 
 
Table 4. Aspects of the promotion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in online teaching 
表 4. 线上教学对师生关系的促进表现在哪些方面 

选项 小计 比例 

师生可以通过微信群或对话框进行联系，交流频率提高 24 57.14% 

互动时间地点自由，可以随时随地和老师沟通 34 80.95% 

相比于线下更加放松 31 73.8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42  

 
总体而言，受访者普遍认为线上教学促进了师生关系，其中主要体现在通过微信群或对话框进行更

频繁的联系、互动时间地点更自由、相比线下更加放松等方面。这表明线上教学对师生关系的促进在很

大程度上与便捷、自由以及轻松的互动环境有关。 
由表 5 可得，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线下教学促进了师生关系，其中主要表现在师生线下交流为主，

建立了更亲切的联系。同样有超过六成的人认为线下教学促进了师生关系，因为线下互动更为便捷，有

助于相互熟悉。近七成的受访者认为面对面交流能更迅速地拉近师生距离，增强了彼此的了解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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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七成的人认为线下教学有助于通过老师的表情等更准确地理解老师的意图，这可能包括非语言沟通

的优势。超过五成的受访者认为线下教学有助于提高学习效果，可能因为面对面交流和互动更有助于学

习。 
 
Table 5. Aspects of the promotion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in offline teaching 
表 5. 线下教学对师生关系的促进表现在哪些方面 

选项 小计 比例 

师生线下交流为主，亲切感强 26 61.9% 

线下互动方便，相互熟悉起来更加容易 26 61.9% 

面对面交流能更迅速地拉近距离 29 69.05% 

能通过老师的表情等理解老师的意图 30 71.43% 

学习效果更好 22 52.38% 

其他原因(请补充)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42  

 
总体而言，受访者普遍认为线下教学对师生关系的促进表现在师生线下交流为主、线下互动便捷、

面对面交流拉近距离、通过老师的表情理解老师意图等方面。这表明在传统的面对面教学环境下，师生

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切、自然，同时学习效果也被认为更好。 
1) 互动方式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观察到学生在英语专业技能课程，尤其是听力和写作方面，存在对互动方式的

分歧。其中 50%的学生倾向于线上互动，而 50%则更偏好线下形式。 
更喜欢线下互动的学生，有 70.97%认为面对面的交流更为直接，51.61%的认为线下场所不受限制，

使得各种互动方式更加灵活，例如小组讨论等。此外，学生能够近距离观察老师，与老师及同学保持近

距离的互动，有助于加深对老师的印象，同时也方便老师更好地认识每位学生。面对面的互动更具参与

感，能够营造更好的学习氛围，促使学生与旁边的同学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另一半更偏向线上互动的学生则有着不同的考虑。首先，63.64%的认为在线上互动时不一定需要开

麦说话，使得时间和地点的分配更为自由。在线上，没有人在身边看着，这使得学生在互动时感到更为

轻松，能够减少发言时的恐惧感。此外，线上互动提供了多种参与方式，包括打字、语音、问卷、互动

批注等，同时还支持多屏幕实时互动，使得学生有更多选择，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参与互动。 
深层原因上，这种分歧可能反映了学生个体差异、英语技能课程特性以及学习风格的多样性。一方

面，个体差异导致了对于互动方式的不同偏好，例如性格外向的学生可能更喜欢面对面的交流，而相对

内向的学生则更愿意通过线上方式参与。另一方面，英语听力和写作的特殊性也会影响学生对互动方式

的选择，例如需要实时语言理解的听力环节可能更适合线下进行，因为听力录音只有一遍，是即时的，

错过了就不能再听，如果有网络卡顿现象，就会导致教学过程受到影响。而写作即时性不是很强，可以

通过多种线上形式进行互动，例如腾讯会议互动批注，发文字，改写匠线上批改等等，受网络影响因素

较小。不同的课程所需要的教学方式各异，更需要灵活变通进行调整。 
认知主义认为，外语学习就是要通过学习者有意识的认知活动，发挥语言习得机制的作用，实现知

识到技能的转化[9]。只有学习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学习，才能将知识转化成技能。而不同的课程适

用于不同的互动方式，各个学习者也有个体的差异，只有将线上与线下互动的优势结合，才能更好地满

足大多数学习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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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的师生互动方式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80.96%的同学认为线下的师生互动方式比线上的互动方式有更好的学习效果。调查显示，50%的学

生更倾向于线下的师生互动方式，其中主要的驱动因素之一是网络不稳定对教学质量的不良影响。网络

不稳定导致在线学习时常受到中断和延迟，影响了学生对课程内容的连贯性理解和深度学习。这种技术

上的困扰直接威胁着教学效果，使学生难以充分利用线上平台获取知识。 
其次，在线上互动中，老师难以起到直接监督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效果。相

较于线下教学中老师可以实时监测学生参与度和理解程度，线上环境下学生更需要自主学习的状态，对

于自我约束能力较差的同学来说，需要更多的自我管理和自律。而在线下教学中，和老师面对面的紧张

感和压迫感能帮助学生更好的专注课堂，老师也能更好的掌握学生的上课状态并适时提醒，引导学生。 
此外，线上互动容易导致学生的注意力分散。电子屏幕的存在往往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容易被

外部干扰，如社交媒体、消息通知等，使学习效果受到影响。在线下互动中，学生更容易集中精力，因

为他们能够摆脱电子设备的干扰，更专注于课堂内容，有助于深度思考和理解。 
长时间面对电子屏幕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发展，也是学生更倾向于线下互动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由

于线上学习需要较长时间的电子设备使用，学生可能面临眼睛疲劳、颈椎问题等身体不适。而线下互动

提供了更多机会，使学生能够远离电子屏幕，更好地保护身心健康，促进全面发展。 
综合来看，学生更青睐线下互动方式的原因中，网络不稳定对教学质量的影响、老师难以监督、学

生不自律、注意力分散以及对身心健康的担忧等因素都显现了对于教育深度和全面性关注的需求。这反

映了师生互动的环境对于学生综合素养和身心健康的影响。 

4. 结束语 

本论文探讨了学生对英语专业技能课程中师生互动方式的偏好，并发现绝大多数同学认为线下互动

能带来更好的学习效果。而线上教学这一趋势的背后涌现出一系列问题，包括网络不稳定、老师监督难

度大、学生不自律、注意力分散以及对身心健康的关切等，同样应受到重视。在融合教学的理念下，我

们可以借鉴线上教学的便利性和灵活性，以及线下互动的实践性和有效性。通过巧妙结合线上线下的教

学资源，创造出更为多元的学习环境，有望解决网络不稳定等因素所带来的困扰，使学生在不同场景中

都能获得高质量的教育体验。 
同时，教育者可以通过引入创新性教学技术和工具，提升线上教学的互动性和效果，使得线上教学

更具吸引力。同时，保留线下互动的优势，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实地实践等方式，促进学生更深入地理

解和应用所学知识。 
总的来说，线上线下教学的融合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整合，更是一种教育理念的创新。在这一新的

教学模式中，我们能够充分发挥线上线下的各自优势，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提升教学效果，

把学习者的学习由浅入深地引向深度学习[10]，这一理念的推动将需要教育者、学生以及家长等多方面的

共同努力，共同迎接未来教育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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