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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同步教学中交互的设计与实施 *

穆 肃，王孝金①，冯冠朝，张 晗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在线同步教学与异步在线教学相比具有实时性、现场感和及时交互而备受青睐。在线同步教学中的交

互设计是同步教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是影响在线学习效果的重要教学活动。目前，对在线同步教学

中交互特点、设计准则和实施方法进行的系统分析和研究较为缺乏，因此，研究从远程交互理论视角出发，依据

等效交互理论，建构了在线同步教学中的交互组织模式和相应原则，并以多门课程的在线同步教学为案例进行了

应用和效果分析，最后提出了在线同步教学交互设计的实施建议。该研究提出的交互组织模式、设计准则和实施

建议可在疫情结束后，线上线下融合教学中，为在线同步教学中的交互组织和设计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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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季学期，为应对新冠肺炎，实现“停
课不停学”，在线同步教学成为各级各类学校教学
的主要方式。据全国高校线上教学状况及质量分析
报告数据显示，各高校通过录播、直播、录播+直
播、直播+互动，慕课+研讨等形式开展了多种多
样的在线教学，其中在线同步教学占比超过一半，
达53.54%[1]。中小学在线教学中直播教学成为最多
采用的在线教学方式。以教育大省浙江为例，直播
参与的课程总占比89.1%，其中纯直播形式占比最
高，达51.8%[2]。同步和异步在线教学成为此次全
员上线教学的双轨。

在线同步教学让师生在空间分离的情况下实现
实时的教与学，建立现场参与感，可实现接近课堂
教学的及时交互[3]。然而，在线同步教学过程也暴
露出一些问题，如教师对在线直播平台交互功能不
熟悉，同步教学仍以讲授为主，教学交互仍以教师
提问—学生回答这种传统方式为主，在线同步教学
变成教师的线上“独角戏”。同时，由于广大教师
缺少对远程交互理论的认识，未能组织有效互动，
师生之间的连通性较弱，导致交互效果并不理想。
师生、生生的分离，学生因分散独立地学习而产生
孤独感，加之学生注意力、自控能力和自主学习能
力有限，在缺少有效监控的情况下，较易出现学习

倦怠、兴趣不高、投入水平低和参与度不高等现
象[4]。当前，在线教学中的交互策略研究多是针对
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中异步、一对多辅导提出的[5]，
同步教学中的交互随着2020年全员、大规模上线教
学才受到关注，相关的设计、实施和评价的实践有
待进一步梳理和研究。根据已有远程教育和在线教
学交互研究成果，本研究以远程交互理论为指导，
对在线同步教学中交互的特点、组织模式、设计原
则等展开分析，以期为在线同步教学中的交互组织
和设计提供借鉴。

一、在线同步教学及其交互形式

(一)在线同步教学
南达科他州大学桑福德医学院的史蒂夫·沃勒

博士，有过十年在线同步教学经验，他认为网络直
播(教学)是一种课堂教学技术[6]，可实时录制教学
过程，使其成为可供学生选择的学习资源。网络直
播教学是在线同步教学最常见的方式，教师和学生
在其中通过互联网进行实时教学，实现灵活、可扩
展且稳定的视听通信。在线同步教学具有实时性、
现场感、弱联系等特征。 

1.实时性
在线同步教学的实时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

*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中国移动科研基金项目“构建‘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型课堂教学模式创新实证研究——以宁夏固原市第一小学
为案例”(项目编号：MCM20180607)研究成果。
① 王孝金为本文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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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中教与学双方可能不在同一地点，但同时
出现在教学过程中，因此同步教学中师生和生生之
间的交互多实时完成，这种时间上的同步性明显不
同于异步自主学习过程中的交互。另一方面是同步
教学中，一定时间内持续的教学容易使学生感到疲
劳，因此在线教学时长有限制[7]。教师要充分考虑
同步教学的目标和学生的学习情况，预先设计教学
环节和主要活动，预留一定时间以灵活应对同步教
学活动中出现的各种情况。

2.现场感
在线同步教学实现了教师与学生间的连通，

教师使用语音交流或者是打开摄像头等方式使
教学的现场感更强，形成了类课堂的环境，学生
能感受到教师的存在。对于自觉性较差的学生来
说，在教师的监督和陪伴下更容易集中注意力。
已有研究表明相较于录播教学，在线同步教学过
程中，学习者有着更深刻的学习体验，能感受到
更多的教师支持[8]。

3.弱联系
与常规课堂教学不同，在线教学中由于学习

环境从学校和教室转变为家庭或其他场所，导致
师生关系发生转变，由零距离强关系变为远距离
弱关系[9]。为应对师生间弱联系的状态，教学组织
结构、教学管理方式及信息技术使用等都要进行相
应的调整。在线同步教学中，师生交互是实现师生
联系的桥梁，可增强师生之间的联系强度。

(二)在线同步教学中的交互及其体现
在线同步教学是学生与教师在空间分离下利用

技术开展的教学方式，空间分离并不意味着教与学
之间不再产生联系。为支持学生有效学习，教与学
需要在技术支持下实现再度整合，增强相互联系，
其中关键环节就是交互的发生。教学过程本身就是
一个动态进行着的教与学相互影响和交互活动的过
程，是促进学习目标达成和教学中人际关系建构的
双向交流过程。教学交互在常规课堂教学和在线教
学过程中都同样重要，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环
节。穆尔提出远程教学的三种基本交互包含学生与
教师交互、学生与学生交互及学生与内容交互[10]，
陈丽建构的教学交互层次塔认为操作交互是其他
交互的基础[11]。在线同步教学中四种形式交互都存
在，它们的开展情况如下。

1.师生交互
教师与学生的交互是学习者渴望的一类交互，

许多研究者分析了传统面对面教学环境下师生互动
与学习效果的关系，认为师生互动是最重要的互
动形式[12]，在线同步教学也是如此。在线同步教学

中，教师需要有效利用有限的同步教学时间解决重
点、难点问题，提供学习方法咨询和指导，解答或
分析学生学习中的疑问、提出的问题和共性的错误
等。同时，教师还要利用有限的时间让学生有机会
提出问题，表达观点，讲述思路，通过操作练习呈
现学习情况等，然后才可能根据反馈信息帮助学生
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在线同步教学中，师生交互的发生比课堂教学
更灵活，学生也有更多发起交互的机会和方式，师
生交互呈现双向性和多渠道的特点。如当教师讲解
时，学生可通过文字在聊天区提出问题，教师看到
问题后可立即进行回应。因此，如果学生能主动发
起师生互动并及时得到响应，那么学生更能够感到
教学和教师的存在，有助提升学习参与度。

2.生生交互
在线同步教学中的生生交互多通过主题讨论、

同伴对话等方式开展。直播过程中生生之间的交互
有时会与教师线上讲授、答疑、辅导等同时发生。
例如学生在听教师讲解时，同步在聊天区用文本进
行讨论、评论及回应等，通常教师需要在讲授的同
时观察、关注和及时回应学生间的交互，目的在于
及时了解学生学习的情况，提供回应，同时也实现
对学习者的及时引导，避免学生注意力的分散或关
注点的离散。在教与学关联相对“松散”的虚拟教
学空间中，生生之间的交互活动可以减少学生在线
学习的孤独感，让学生感受到同伴的存在和教学班
级的存在，增加社会存在感。在线同步教学中，生
生交互可通过聊天室中文字交流、基于共享白板的
实时书写和协同写作等实现。

3.学生与内容交互
在早期远程教育中，由于技术成本的限制，

师生和生生之间交互会增加投入，使用制作精良
的学习材料以实现学生与内容交互是最常用的交
互方式[13]。学生与内容的交互主要包括学生利用
学习内容引发的自我对话过程、内部的认知和反
思。在线同步教学过程中，由于时间的限制，学
生与内容交互的发生时间和方式主要由教师决定，
如教师组织学生观看学习资源，或者让学生对文字
材料中的关键内容进行标注等，但通常不能占用太
长时间。

4.学生与界面交互
学生与媒体界面的交互称为操作交互，是最低

层次的交互，学习者通过它访问和感知信息[14]。学
习者在远程学习环境中必须先通过操作学习平台的
界面获取教学内容和信息，因此学生与媒体界面的
交互是其他三类交互的基础。在线同步学习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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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界面的交互同样也是其他交互的基础。例如学生
点击“发言”功能申请与教师进行语音交互。

综上，在线同步教学中，四类不同交互的活动
方式和作用不尽相同，具体如图1所示。

二、等效交互理论对在线同步教学中交互设计
的指导

多年来远程教学和在线教学的实践及研究证
明等效交互理论能用于指导和开发高效率的远程
教学[15]。该理论由安德森提出，强调三种交互具
有替代互补作用。在线同步教学作为远程教育的
一种组织方式，同样能以安德森等效交互理论为
依据进行交互的设计。等效交互理论的论点1指
出，只要三种交互(学生－教师；学生－学生；学
生－内容)中有一种处于较高水平，其他两种交互
水平较低，甚至被消除，深入、有意义的正式学习
也能得到支持，且不会降低教学体验[16]。如果三种
交互中的任意两种或者三种交互同时都能达到较高
的水平，将可能提供更加满意的教学质量，但这种
教学质量的实现将花费更多的成本。这个论点意味
着进行教学设计时，教师可以依据成本、学习内
容、学习对象、方便程度、技术复杂程度和时间限
制等因素，合理设计采用多少类交互或以哪类交互

为主，这种设计思路既可行又能达成较好的教学
效果。论点2强调三种模式中超过一种以上的交互
处于较高水平将有可能带来更满意的教育体验，
但会带来比低交互性的学习序列高的时间和成本

效应。随着交互理论的不断发展，后来
还形成了论点3和论点4。2012年，宫添
辉美和安德森提出了基于等效交互理论
的 64 种交互设计模型，作为等效交互理
论的最新扩展[17]。

依据等效交互理论，教师设计在线同
步教学中的交互时，可不必纠结于要如何
同时提高三种交互的水平进而达成较好的
教学效果，而是要结合在线同步教学的实
际情况，有效选择和实施一种或者两种交
互。等效交互理论为在线同步教学提供的
指导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三种形式的交互同等重要，但具
体教学场景中突出某一种交互以取得较好
的效果即可

虽然同时实施三种交互，学习效果会
更好，但实施中需要学生与教师投入较多
的时间和精力，在线同步教学中实施的可
能性并不大。同步教学的时间都有限制，
大约在40—60分钟，因此交互的设计应综
合考虑操作执行、时长和实现难易程度等
因素。在线同步教学中学生与教师的交互
是三种交互中最常出现、较容易组织和产
生成效的，可以针对这一实际情况适当弱

化学生与内容及学生间的交互，充分发挥师生交互
的作用。

(二)不同形式的交互可以互相转换或并发，交
互发起者也可随时切换

远程学习中的各类交互可以相互转换和替代[18]，
学生与教师的交互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转换成学生与学
生的交互，学生间交互也可以转换成学生与学习内容
的交互。如教师在同步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进行观点
表述，学生在聊天室中发表观点后，除教师进行回
应、评述外，不少同学也会对他人的观点进行回应
和辨析，这样学生与教师交互的同时促发了学生与
学生间的交互。

(三)全体和并发式的参与成为最突出的优势
在线同步教学中，学生通过平台提供的各种功

能同时发起或参与互动，这一过程允许多名学生在
同一时间进行交互，因此教学中学生主动发起交互
和积极参与交互的情况强于常规课堂教学。据研究
团队开展的“在线直播课教学交互效果反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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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在线同步教学交互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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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学生认为在直播课中更愿意参与互动。
在线同步教学中的互动从传统课堂的一对一互动，
变成了一对多、多对一和多对多的互动，学生可以
发起互动，因此也产生了比常规教学更多的互动参
与者、多向的互动和更多互动类型。

三、基于等效交互理论的在线同步教学交互组
织模式

利用等效交互理论的观点，结合在线同步教学
和交互的特点，可建构在线同步教学中交互的组织
模式，如图2所示。该模式旨在改变在线同步教学
中时间同步、空间分离状态下分散学习造成的师生
弱联系状态，通过学习活动触发各类型交互，有效
开展知识建构、问题解决、协同制作等，提升在线
同步教学中学生的教学存在感和社会存在感。利用
交互组织模式，教师可以明晰互动于在线同步教学
中的作用，并依据基于该模式建立的交互实施准则
设计和组织在线学习活动。

在线同步教学以直播平台或实时交互平台等建立
虚拟教学空间。在线上教学空间中，教师、学生和学
习资源相互作用，因此设计和组织同步教学的实时交
互，必须考察和分析这三者的情况[19]。在线同步教学
是以学为中心的，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教师是教
学的组织和调控者，组织教学过程和为学习者准备学
习材料。在线同步教学中教师的活动，无论是讲授、
提供学习资源、利用各种平台或应用工具组织教学互
动，还是分析学生学习数据、提供反馈并调整教学，
都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因此，如何有效利用
在线同步教学的有限时间促进学习，是交互设计要解
决的关键问题。为此，该模式从以下两个方面为在线
同步教学交互组织提供指导。

(一)在线同步教学交互活动实施的准则
根据在线同步教学交互组织模式，交互的简易

性、熟悉度、反馈性、广泛性和主体性等决定了学
生这个活动主体参与各类交互的情况，也决定了发
生交互的深度、广度和频度。因此，在交互设计方
面提供以下实施的准则：

1.适当的复杂度：承载交互的活动复杂度要适
当，过程要简洁，步骤要简明

在线同步教学时间通常以40—60分钟为一个单
位，如果交互活动过程过长或者步骤太复杂，学生
需要花费更多时间理解和明确交互活动的要求，在
实施过程还会出现因对交互活动要求理解偏差而不
断调整等情况，用于活动的有效时间减少，最终可
能导致交互活动未能完成或未能深入开展等情况。
因此，在线同步教学中，交互活动应过程简洁，步
骤简明，如需要安排多次交互活动，每次交互活动
的时间应控制在3—5分钟以内。

2.参与方式的熟悉性：减少参与前的准备时间
及相应的认知负荷

在线同步教学对部分学生来说并不如课堂教学
那么熟悉，需要了解和适应。如果其中交互活动的
参与方式接近或类似于课堂教学中学生熟悉或曾用
过的方式，则会减少学生适应交互方式的时间，避
免不必要的认知负荷，而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到
实际的交互活动中。提问、协同写作、表达观点和
投票等都是学生熟悉的参与方式。

3.交互反馈的及时精准：精准回应学生的问题
和观点，及时评述及分析互动情况和成效

教师应及时反馈互动过程中学生的问题或分析
学生的交互情况，让学生能够体会到教学的存在。
在线同步教学中，学生的应答内容或投票选项等教
师是实时可见的。教师在进行反馈时要尽量做正向
引导，对出现问题进行客观评析，这样学生才会愿
意继续参与交互活动。交互活动要让学生体会参与
到教学过程中的乐趣，而不是打击或羞辱。

4.学生参与的广泛性：尽量组织所有学生都参
与的活动，用一对多互动引发多对多互动

在线同步教学实践中，教师较常用的交互方式
是指定学生进行语言交流，这也是常规课堂教学中
最常用的交互方式，但在师生分离的情况下，同一
时间只能有一个学生参与对话，受网络等情况影响
还存在延迟或卡顿等情况，效果并不理想。教师如
果充分利用教学平台提供的功能，如将语音发言改
为所有学生在教学平台的聊天室中用文字同时“发
言”，这样每个学生都能同时参与交互，一对一的
交互就拓展为一对多的交互，还可能引发学生间的

虚拟教学空间

教师
(组织和调控)

及
时
反
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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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交互理论的在线同步教学交互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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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当学生间能深入进行讨论，还有可能促进学
生的深层次学习[20]。当越多学生参与到交互中时，
旁观教学的学生就越少，学习的参与度也将越高。

5.交互的双向性：学生主动发起交互，真正体
现学习的需求

在线同步教学以学为中心，教与学双方都可以
在不干扰教学流程的情况下发起交互，如学生在听
教师讲解时可以用文字提问或发表感想等，可能会
引发同学的回应或讨论。教师可充分利用在线同步
教学的这一优势，开放地让学生发起或引导互动，
主动把他们的观点、想法表达出来。由学生发起或
引导的交互更能引起同伴的共鸣和参与，也更可能
进行深入的讨论或对话。

在线同步教学可采用的具体交互活动非常多
样，如聊天室中的问答、实时投票、观点分享、共
用白板书写、语音发言和共享屏幕等。具体交互活
动方式对以上准则的体现有所不同，在设计和发起
活动时要均衡考虑以上准则。以教师们最常用的投
票、学生上麦和白板书写为例，它们对以上准则的
体现如图3所示。投票活动的广泛性较强，全部学
生都可以参与。学生对上麦发言很熟悉，但是仅能
个别学生参与。白板书写学生都较为熟悉且能多人
同时参与，广泛性和熟悉度都较高，但教师需要学
生完成后才能提供反馈。教师组织交互时应综合考
虑学习者特点、学习内容、学科特点、学习环境等
因素，采用多种类型的交互活动，相互补充形成最
优的交互组合方式。

(二)在线同步教学中三种交互的频度
宫添辉美提出当采用等效交互原理时，最优的

交互设计往往因具体情境的多样性而存在差异[21]。
在虚拟教学空间中，教师要综合考虑成本和其他资

源等的限制，选择那些有可能最重要或最容易发挥
作用的交互。鉴于在线同步教学特点、过程和时限
等情况，其中交互活动以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为
主，且师生与生生互动很多时候交融产生和无缝衔
接，而学生与应用平台、学习内容之间的交互相对
较少。基于等效交互理论的指导，在线同步教学中
三种交互实施从低到高的频度如图4所示。

1.学生与教师的交互：多
在线异步学习中，教师对教学的无能为力和不可

预测较常发生，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联系更多地依赖同
步教学[22]。师生固定时间内的高强度交互可以为在线
学习提供活力，改变学生自主学习中的困境，改善师
生的弱联系。在线同步教学中最常发生的交互是教师
与学生的对话、交流和互动，教师充分考虑学习的需
求和有限的教学时间，预先设计交互活动，但实际教
学中可进行灵活调整。例如教师设计了向学生提问的
活动，但实际教学中学生先提出了问题，则可变为由
学生引导的讨论。在线同步教学中，学生与教师的交
互次数可多于其他两类交互，但由于时间的限制，每
次师生互动的时间不宜过长。

2.学生与学生的交互：中
远程异步学习中生生之间的交互多是异步发

生的，学生的参与情况也是参差不齐；而在线同步
教学中生生交互则是实时的，学生参与情况较好，
还能引发替代交互。学生在观看其他同学间的交互
时，也可能间接地或不自觉地参与交互。通常教师
无须直接参与生生互动过程，而是根据与学生的交
互情况进行协调或引导，规范和观察交互活动及过
程，保障活动顺利开展和互动有效发生。由于学生
互动过程常常需要消耗比预计更长的时间，每次同
步教学中，生生交互活动设计的次数不能太多，时
间也不宜预计太长和太紧密，生生交互次数通常少
于师生互动的次数，处于中等水平即可。

3.学生与内容的交互：少
在线教学中，通常教师为学生准备了必需的

投
票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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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板
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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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性

熟悉度

主体性 简易性

图3  三种交互活动的不同特征

交
互
频
率

高

中

低
S代表学生，T代表教师，C代表内容

图4  在线同步教学中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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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资源，能引导和帮助学生与教学内容互动。由
于学生与内容交互往往需要占据一定的时间且每个
学生所需时长不同，在线同步教学中可以尽量压缩
和减少这类交互的次数，而更多安排在异步中。如
果同步教学中，需要学生与内容交互时，教师要对
活动难度和过程进行合理设计，以免耗时过长。因
此，学生与内容的交互在同步教学中应该低于社会
性交互数量，处于较低水平。

四、在线同步教学交互设计、应用及效果分析

(一)在线同步教学案例分析
疫情期间，研究团队于2020年2月11日开始的

《在线学习与支持服务》、3月5日开始的本科生课程
《教学媒体的理论与实施》和《网络远程教育》教学
中进行了以上模式、设计原则的教学试验。《在线学
习与支持服务》为现代教育技术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一
年级必修课，共有38名学生，在线同步教学每周一次
或两次，共6次。每次同步教学根据学习主题和学习
目标设计交互活动，实施过程如图5所示。

1.同步教学交互过程实例分解
《在线学习与支持服务》课程第一次直播课主

题为不同类型社会性交互工具及其在线教学中的应
用。课程提供的电子书对社会性交互工具的类型和
特点已有清晰的分析框架，学生也有使用社会性交
互工具学习的经验，学习目标在于利用分析框架明
确各种具体应用工具的交互特点及可支持的在线学
习类型。围绕这一目标的达成，同步教学设计了系
列交互活动。首先，教师让所有学生利用电子书中
给出的分析框架，对某一常用社会性交互软件的特
点及可支持的在线学习活动进行分析，如微信，学
生在公共聊天室用文字发表自己的观点。在学生发
表观点后，自然引发了同学间的讨论或回复，在此
期间教师根据表述和讨论情况，实时解答疑问或引
导学生思考观点可行性。活动中，有的学生认为微
信也可用组织多对多的在线学习，在教师引导下学
生们就此观点进行讨论，最终达成共识：微信并不
适合组织多对多的在线学习。

教师在讲解小组、群体、圈子3种在线学习组

第一次
社交工具支持在线教学

公共聊天室讨论 学生标注重点 学生参与投票 学生上麦发言 公共聊天室讨论

知识引入 引导交互 回应学生讨论 知识讲授 引导交互 教师反馈 教师讲授易错点、总结

时间(每段5分钟)

第二次
社会学习基础理论

学生参与投票 公共聊天室讨论 学生自主学习 学生上麦发言

知识引入 知识框架梳理 回应学生讨论 重点知识讲解 重点讲解 教师反馈 布置任务，总结内容

第三次
三种社会性学习形式

学生自主学习 共享白板协同写作 学生参与投票 小组内交流研讨 学生上麦发言

知识引入 引导交互 教师反馈 知识框架梳理 教师反馈 布置任务，
引导交互

教师反馈

第四次
COI模型与三种存在感

学生自主研读材料 学生参与投票  公共聊天室讨论  公共聊天室讨论 共享笔记协作 学生上麦发言

引导交互 知识框架梳理 教师反馈 重点讲解 教师反馈 重点讲解 教师反馈

第五次
在线课程的类型与设计

学生参与投票 学生自主学习 公共聊天室讨论 学生上麦发言 完善小组WIKI

知识引入 教师反馈 知识框架梳理 教师反馈 重点讲解  布置任务，总结内容教师反馈

第六次
项目点评与课程总结

共享黑板协作 学生参与投票 学生自主学习共享笔记协作 公共聊天室讨论 学生上麦发言

知识引入 教师反馈 知识框架梳理 引导交互 布置任务，引导交互 教师反馈

无交互

引导

 S-T

S-S

S-C

图5  “在线学习与支持服务”课程六次直播课的交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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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形式及每种形式12个方面的自由度后，随即组织
投票活动，给出三个实例让学生判断哪个是社会群
体中的在线学习，学生们通过投票很快给出回应。
教师根据投票数据快速了解每个学生对不同社会形
态中在线学习特点的认识是否准确，并进行针对性
分析。对未能及时回应或存在错误理解的同学，教
师立即请他们用语音表述自己的想法，通过语音讨
论解决这几位同学的问题。

最后，教师对学习内容进行总结，并在聊天区
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这次同步教学中，教
师设计并实施了6次师生和生生交互活动，每次时
长不等，最长不超过5分钟。

2.交互效果分析
教学团队在直播课后进行了同步教学交互效果调

查，36位同学参与调查。数据分析显示，超半数学生
认为这门课程的教学中，在线同步教学交互活动设计
形式多样、安排合理，能满足自己的学习需求；师生
间互动较好，且能产生替代交互，改变了传统课堂中
不敢发言的情况，61.11%的学生表示直播课中的每个
交互活动都能积极参与。同时，大多数学生认为交互
活动设计对学习兴趣、注意力和协作学习的提升颇为
显著。兰国帅等认为探究社区量表可用作测量学生在
线学习体验的工具[23]，研究团队参考中文版探究社区量
表设计调查问卷，包含9道题目，分别从教学存在、社
会存在和认真存在三方面了解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
每道题目最高9分，最低1分，分数高低代表该存在感
的强度，分值越高说明存在感越强。问卷回收后，筛
选有效问卷并对每道题目进行均值分析，结果如图6所
示。学生三种存在感强度的平均值均在6.8分以上，总
体平均值为7.3，结合对学生的访谈内容，研究团队了
解到学生普遍认为在线同步教学中的交互活动使三种
存在感体验良好。其中，该课程中学生的教学存在感
体验最好，其次是社会存在感，最后是认知存在感。

正如有学生在课程评价中写道：“直播中的交互活动
能够结合课程内容进行设计，频率和时间安排得较
好，让我能更投入地参与到学习中去。”

对学生聊天区文字发言的数量的统计结果表
明，单次课中，仅有13.1%的学生发言少于一次，
65.7%的同学发言多于2次，21.20%的同学发言超
过3次。数据表明学生通过文字发言参与到交互中
的广泛性和参与次数都明显多于常规课堂教学。

(二)在线同步教学各环节中的交互设计
依据三门课程在线同步教学的实践，梳理形成以

下在线同步教学各环节中交互活动设计的实施说明。
在线同步教学过程通常包含回顾评述、讲授分析、讨
论分享、评价答疑和总结等环节。每一环节中教与学
的具体活动不同，交互取向、交互内容及形式也有所
差别，相应教学平台或工具的选择也存在差异性。交
互活动的类型和工具可参考如表1所示来安排。

表1  在线同步教学各环节的交互设计

教学
阶段

交互
取向 交互内容 交互类型 工具

选择

回顾
评述

引导性
交互

投票或
快捷调查

课前签到 学生—教师交互

投票工具了解并判断
学生自主学
习的情况

学生—教师交互

在讨论区提出问题，
引导学生回答问题或
分享观点

学生—教师交互、
学生—学生交互 公共聊天室

白板书写 学生—内容交互 共享白板

讲授
分析

讨论
分享

评价
答疑

建构性
交互

学生整理知识框架或
笔记 学生—内容交互 共享笔记

教师提出思考问题，
学生发表观点 学生—教师交互 公共聊天室

重点知识
讲解与辨
析

组织投票让
学生对某一
知识点的变
式进行判断

学生—教师交互 投票工具

发起讨论，
引导学生教
师提问发表
自己的观点

学生—教师交互、
学生—学生交互 公共聊天室

组织学生上
麦发言 学生—教师交互 语音工具

学生对教师的讲解和同
学的发言进行总结，将
其整理在共享笔记上，
形成班级笔记

学生—学生交互、
学生—教师交互 共享笔记

组织学生在共享黑板
上协同书写想法与观
点

学生—学生交互 共享黑板

布置学习任务或提出
问题，组织学生在规
定时间内自主研读学
习材料

学生—内容交互 电子书阅读器

小组汇报、教师点评、
生生互评

学生—教师交互、
学生—学生交互

共享白板、
语音工具

评价
总结

反思性
交互

总结直播教学的知识，
梳理知识框架 学生—教师交互 共享笔记

询问学生对本次在线教
学的内容是否有疑问，
请有问题的同学在公共
聊天区发布问题，或让
学生上麦表达

学生—教师交互 公共聊天室、
语音工具

对
理
解
不
同
观
点
是
有
价
值
的

帮
助
建
立
分
析
或
解
决
方
案

应
用
到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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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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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学生三种存在感强度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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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在线同步教学中交互的设计是对交互活动的
系统规划和设计，目的是为学习者创建良好的在线
学习环境，改善学习者的在线学习体验，促进学习
者的知识建构过程，提高在线学习效果[24]。在线同
步教学交互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受限于师生分离的情
况、教学时限和教学平台及工具。本研究在综合考
量这些因素的情况下，从远程交互理论视角出发，
重点借鉴和参考安德森的等效交互理论，建构形成
并实践应用了在线同步教学交互组织模式，提出了
具体的在线同步教学交互活动实施的准则和基于等效
交互原理的在线同步教学交互设计方法。需要注意的
是，由于在线同步教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教师要根据学习者认知水平等因素的不同，对交互的
设计和实施进行灵活地调整。本研究中形成的交互设
计与实施方法目前仅针对高校在线同步教学进行了试
验应用，后续研究需要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在线同步教
学实践中进一步检验、修正与发展。与此同时，研究
过程中还发现，在开展某些全体学生参与的交互活动
如共享白板写作或共享笔记撰写时，还是有部分学生
未积极参与其中，怎样才能让这些学生主动加入交互
活动，从“旁观者”转为“参与者”，有待于在线同
步教学实践中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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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about the Effect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on Deep Learning
in Online Teaching

Song Jia1, Feng Jibing1, Qu Kechen2

(1.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31; 2.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9)

Abstract: As a high-level learning, deep learning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online teaching. At present,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interaction in promoting deep learning, and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action 
among them.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on deep learning 
in online teaching. Constructivism,connectivism and Flow theory ar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is study .Based on Professor Garrison’s 
“ Community of inquiry framework (COI)” and the connotatio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author constructs 
th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measurement model,including teaching interac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eep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the author constructs a deep learning measurement model,including advanced thinking and immersive 
experience. By sending questionnaires to online learners, and using software such as Amos for data analysis, we can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eaching interaction direc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s immersion experience,teaching interaction indirec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s advanced thinking through immersive experience,social interaction direc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s immersion experience and 
advanced thinking,and immersive experience direc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s advanced thinking.
Keywords: online educatio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deep learn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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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in online Synchronous Teaching

Mu Su, Wang Xiaojin, Feng Guanchao, Zhang Han

(Schoo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Abstract: Compared with asynchronous online teaching, synchronous online teaching is more popular for its time-effectiveness, 
sense of presence and synchronous interaction. Interaction design in Synchronous online teaching is a key issue in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organization and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effect of online learning. At present,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targeted 
guidance of interactive design in online synchronous teaching.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mote interaction theory and based 
on the equivalent interaction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ed the interactive organization model and principles in online synchronous 
teaching, and 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 of live broadcasting course “Online learning and Support Service” as a case,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online synchronous teaching interaction design. The interactive organization model, 
design guidelines and implementation Suggestion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interactive organization 
and design in online and offline integrated teaching after the epidemic.
Keywords: online synchronous teaching; interaction design; equivalent interaction theory; effec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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