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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线学习师生互动的 
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及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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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疫情以来，在线学习成了大学生主要的学习手段，但在线学习的学习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由于时空的间隔，

教师并不能实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因此在线学习的师生互动成了影响其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鉴于此，

本文系统分析了在线学习师生互动的影响因素，并从情感、动机和认知三个角度讨论了在线学习中师生互动

对学习效果影响的作用机制，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理利用教学平台、优化教学活动设计、巧用教师非言

语行为等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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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线学习师生互动是一种以图文符号为主要载体、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中介工具的人际交流活动［1］，

是师生互动在网络教学环境中的体现。在传统课堂中的面对面交流情境下，师生可以使用多种交流

方式，情绪表达的形式也非常多元。而在在线课堂情境下，网络作为中介工具，不仅承担着信息传

输功能，还充当着学习者与教育者之间情感沟通的桥梁，师生主要通过语言文字、表情包、图片等

相对单一的方式传达情感，这就导致师生之间无法产生现场的人际情感关系，造成师生情感的淡化

和疏远。同时，脱离了现场感，在线学习中的师生关系具有弱控制性，教师不能像往常一样激励学生，

查找学生学习的优缺点，以及对学生学习进行直接的评价和反馈，这也会导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2］。

基于此，本文详述了在线学习中师生互动的影响因素和机制，并且期望能探讨出有效提升在线学习

师生互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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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响在线学习师生互动效果的因素

2.1  教师的内外因素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中的组织者和指导者，是影响师生互动效果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表明，教师的

内在因素会对师生互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教师的人格特质，主要表现为亲和力和责任感两个方面，教

师的亲和力能够消除师生间的“距离感”，教师的责任感则能够保持甚至加强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而教

师的知识结构即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回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3］。此外，教师在与学

生的互动情境中容易激活依恋内部工作模式，因此教师成人依恋模式对师生互动风格是有影响的，有研

究表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个人情感体验会转化为教学风格的热情程度，影响着学生在接受教学时的

愉悦体验［4］。在关注教师内在因素的同时，也有学者关注教师的外在因素。如巴巴德（Babad）主要关

注教师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手势、不同的语调、频繁的眼神交流、不同的表情、演讲时的动作以及幽

默和生动的例子［5］。努南（Nunan）也指出教师话语对课堂教学的组织是至关重要的，即教师话语的数量、

质量、表达方式和内容都会对学生产生潜在的影响［6］。沙克夫斯基（Czerkawski）等人指出了教学反馈

的重要性，及时的反馈和支持可以增加学习过程中的情感参与［7］，高巍等人也认为教师反馈的质量和

形式将影响学生未来参与互动的动机［8］。

2.2  学生因素

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也是影响师生互动的主要因素。根据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习动机是影响学

生和教师之间互动的内在驱动力，学生只有将学习动机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时才能实现师生间的有效互动，

不仅如此，学生的课堂参与意识也是影响课堂互动的重要因素［9］。在学生的情感因素方面，学生愉快的

情绪促进了问题的解决，能够与重要他人建立联系，为个人自我调节奠定了基础，并指导了群体的行为。

实证研究也表明，愉快的情绪与学习相关动机、自我调节努力、认知资源的激活和表现呈正相关［10］。

2.3  师生关系因素

师生关系是课堂上最主要的人际关系，影响着教学效果以及学生发展。师生关系的和谐程度从深层

次影响着师生互动的性质，良好的师生关系对学生学习产生着积极的影响，这是因为学生感觉到与老师

的联系越多，他们就越愿意尝试任务，并在必要时寻求帮助，进而产生了良好的师生互动［11］。并且学

生对教师的态度影响认知学习，如积极的师生关系有助于情感学习，进而增强认知学习，其中情感学习

指学生对教师积极或消极态度的获得、修改和维持［12］。社会认知假设指出情绪传递是基于社会对他人

情绪状态的可感知暗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情绪可以影响学习者的情绪和行为，进而影响着学

生参与互动的意愿［13］。

2.4  在线学习环境因素

课堂物理学习环境是影响师生互动的客观因素，包括虚拟在线学习平台的设置，其中平台上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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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工具等是参与虚拟课堂学习的重要保障，如辅助性的学习工具可以支持学生在虚拟课堂上进行学习

与探索，以便学生了解自身的学习状况，进而即时地参与到师生互动中去，并且在线学习平台可以提高

信息共享，使得学生有更多的时间阅读和重读信息，进而增加了反思提问时间［14］。不仅如此，巴鲁克

（Baruch）等人指出，在没有直接的语言和非语言反馈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在线平台收集学生的问题以

及学生对课程的评价等来帮助老师保障学习过程的有效性［15］。

3  师生互动对在线学习的影响机制

关于师生互动对在线学习的影响机制，国内外的大多数研究者都从情感、动机、认知这三个角度出发。

在情感方面，有研究者指出，师生互动能够激发在线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和热情，增强他们的社会存在感，

也可以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获得外界的帮助和支持，并在互动过程中调整自身的学习状态和行为［16］。

师生互动通过提升在线学习投入和学习兴趣这两种积极的情感状态，从而使学习者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教

学互动和学习过程中。学习投入更多的学生可能在学习任务中表现得更好，他们与同伴和老师积极互动，

并在学习过程中保持积极的情绪基调［17］。而学习兴趣不仅可以让学习者更加积极地参与教学互动，还

可以让学习者在教学互动中积极观察他人行为、实现自我调节。

在动机方面，有研究表明网络课堂中较高的师生互动水平能够满足学习者的关系需求和自主需求，

让学习者感受到来自教师的关心与尊重，促进学习者自主地选择学习内容、按需学习，从而促进学习动

机的产生［18］。休（Hew）等人也指出，学习者在网课中与教师进行沟通时，从教师处得到的指导或提

问得到的反馈都会大大提升学习者的网络学习动机，更好地参与学习［19］。同时也有研究发现，在线学

习环境中的师生交互因素能够正向预测学习者的在线学习动机，学习者与教师之间的交流互动可以有效

地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从而使得学生更有动力去探索自己的学习环境和自身的特长，并且通过教师

的反馈检验自己想法的可行性［20］。

在认知方面，已有研究发现，在线学习中教师的存在、提供的线索和行为与学生学习效果构成相互

关系。王（Wang）等人采用脑电图（EEG）考察了在线学习中教师的存在对学生认知负荷的影响，结果

表明，教师的存在有效地降低了认知负荷［21］。此外，也有研究者对在线学习中的社会线索进行了分析，

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例如有研究探索了在线学习中教师呈现的三种不同社会线索（眼神、手势、眼神—

手势）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和神经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眼神—手势引导条件下，学生伴随着右侧前

额叶和右侧颞叶更大程度的脑激活，使学生有更强的互动感，有助于学习效果的提升［22］。匡子翌等人

采用眼动追踪技术，考察了能够影响在线学习效果的相关因素，结果也表明在线学习中手势对学生的学

习成绩有显著影响［23］。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学生在教师的注视指导下观看教学材料时，其注意力分配

到相应的学习内容上的时间更长［24］。

4  在线学习互动效果的提升策略

不论是在传统教学还是线上教学中，教师因素以及学生因素都是课堂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而造成线上

教学效果同传统教学效果差异较大主要是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由于所处的物理环境以及由物理环境而产生

的心理环境有所不同，教学效果也大相径庭。对于如何提升互动效果，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本研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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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合理利用教学平台、优化教学活动设计、巧用教师非言语行为三个方面来阐述线上教学效果的提升策略。

4.1  合理利用教学平台

不同类别的网络教学工具都有其优势与不足，合理利用各个教学平台，可以有效提高互动水平。教

师要熟练使用平台功能，例如投票、举手、分组、共享白板、签到、随机点名、主题讨论、视频连麦等

方法强化师生互动。还要明晰不同平台之间功能差异，多平台结合使用，例如在进行直播授课的同时其

他平台进行随机点名、试题发放等［25］，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及功能，提高教学效果。

4.2  优化教学活动设计

4.2.1  适当增加课堂提问

提问在教学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提问，教师不仅能够掌握学生的学习程度，还有助于无形中

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问题的形式、类别、质量、数量等都对课堂效果有所影响。问题的设置要尽量能够

造成学生的认知冲突，才能有效吸引学生注意。白雪梅等人提出教师需要设计能有效触发学生探究的问题，

一是开放性问题，能有效触发学生的认知活动；二是引起学生好奇心的问题，好奇心能有效驱动学生开启

探究；三是应当设置足够多的问题，当问题足够多时，每个学生才有可能去选择到适合自己的问题。学生

回答问题后教师要及时进行回应和反馈，使学生对回答问题充满兴趣［26］。郑西贵等人认为，教学过程中

要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教师要鼓励学生参加课堂教学互动活动［27］。所以应适当设置一些新颖的提问方式，

如限时抢答、抽奖、红包点名、转盘点名、有奖互动、问题接力（即学生回答完问题后自行确定下一个问

题的回答者）等，使学生感觉到存在性和独特性，可以有效活跃课堂氛围，吸引学生注意。

4.2.2  合理利用分组讨论

分组讨论通常将学生以 4 ～ 8 人为一组，围绕课程问题进行讨论，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理解与看法，

对知识进行整理和灵活运用。通过分组讨论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积极参与到课堂内容讨论之中，与小组

成员进行交流，增加线上教学的互动频率。有机地组合学生之间的互动，可以增加学生亲切感，更加积

极主动的融入学习中。分组讨论主要有四个要点，首先是合理分组，小组成员在 4 ～ 8 人之间最为合适，

相对于大团体，小团体更易于学生表达自己的感受以及看法，且异质分组（小组成员在学习能力、交流

技能、学习成绩、兴趣爱好等方面不同）效果较好；其次是创建适合的讨论环境，教师要民主的组织讨论，

教师本身以及小组成员应当具备认真倾听、不打断他人的良好品质，创建和谐氛围，讨论时的座次分布

应当以圆圈式分布，以便讨论时进行眼神交流；再次教师要给予适宜的引导，对不理解讨论要点的小组

进行解释，鼓励内向学生积极发言，纠正话题偏离等错误，同时控制好讨论时间；最后教师要及时给予

反馈，总结学生的发言，给出积极反馈并纠正错误。小组讨论的方法也应当新颖且具有吸引力，例如角

色扮演等活动形式。

4.3  巧用教师非言语行为

4.3.1  手势辅助教学

教师手势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一个重要的互动因素，教学视频中的教师手势主要可以分为四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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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性手势、描述性手势、节拍性手势和混合手势。指示性手势旨在标注学习内容中的重点，吸引学生注意；

描述性手势主要是为了通过手势轨迹帮助学习者理清其中逻辑，加深理解；节拍性手势目的是为了调整

教师自身的授课节奏以及言语速度；混合性手势综合了上述三种手势，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多使用混合

手势辅助教学［28］。教学视频中的教师手势作用大于现场教学的手势，因此教师在线上教学视频中要合

理利用手势，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教学效果。

4.3.2  合理利用面部表情

教师的面部表情在教学活动中也十分重要，特别是在线上教学过程中，教师的面部表情被放大，学

生们也会更多地关注教师的面部表情。在教学过程中适当管理并运用面部表情，不仅可以使教学效果更

有特色，还可以无形中提高教学效果，已有研究表明，教师冷峻的表情使学生感到如坐针毡；而温和的

表情则使学生感到如沐春风［29］。另外，教学过程中搭配鲜明的、恰到好处的表情，可以有效加深学生

对知识的理解。因此在线上教学中，教师应当适当地运用面部表情以提高课堂效率。

4.3.3  适当增加眼神注视

教师的眼神注视也会影响教学效果，研究表明，教师的眼神注视对学习具有积极作用。目光注视是

一种重要的社会线索，在师生互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教师通过对学生的注视，让学生感觉到自己

的存在，从而促进学习者的学习主动性。教师注视在学习者和教学内容区域的均匀分配促进了师生互动，

因此，在在线教学中教师合理注视屏幕可有效促进学习者的学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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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Mechanisms and Strategies of Teacher-
student Interaction in Online Lear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Yang Tianqing Zheng Yudi Kong Bojian

School of education,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Abstract: Since the epidemic, online learning has become the main means of lear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but the learning effect of online learning is not satisfactory. Due to the space between time and 
space, teachers cannot control students’ learning status in real time, s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online learning become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ir learning effect.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n online 
learning,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 motivation and cognition three online interactive learning 
respectively on the learning effects are discussed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this 
puts forward the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the teaching platform,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activity design, use 
opportunely teacher nonverbal behavior such as promotion strategy.
Key words: Online learning;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College stu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