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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等效”这一提法早已有之。我国于

2015 年成立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组织国

内高校相关专业开展工程教育本科专业认证，

2016 年成为国际本科工程学位互认协议《华

盛顿协议》的正式会员。开展认证工作的关键

就是实质等效，要求我国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体系和程序实质等效于协议其他成员国的认证

体系和程序，我国认证所采用的毕业生标准实

质等效于协议中的毕业生素质要求。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为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

强国，实现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和变轨超车提

供了抓手。这一理念和措施已得到越来越多的

高等教育管理者和实践者的认同。我国已有几

千个专业通过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认证中秉

承的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OBE）和持续改进

（CQI）等理念早已从工程类专业走向其他各本

科专业，并对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与合格评

估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下，实质等效的含义有了进一步延伸。

教育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于 2020 年 2 月 4 日发布了《关于在疫

情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

工作的指导意见》（教高厅 [2020]2 号），要求

各高校“保证在线学习与线下课堂教学质量实

质等效”。随着在线教学工作的持续开展，广

大教育管理者和教师对于“实质等效”概念的

理解也在不断深入。

首先需要指出，实质等效的要求非常高。

当前的在线教学，是在教师与学生分布在全国

各地甚至全球各地的场景下进行的，缺乏实体

校园、教室、专属网络的保障，不确定性大大

增强。与此同时，大多数教师对于开展在线教

学的理念、工具和技法并不熟悉，难免临阵磨枪，

仓促上阵。此外，学生在家中在线学习，也面

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容易影响心态和学习投入。

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遭遇战”场景下，要

想达成实质等效，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自 2020 年 2 月 17 日线上开学至今，清华

大学已完成了半个学期的在线教学。作为清华

大学在线教学指导专家组组长，也是本科核心

课程“电路原理”的授课教师，我谈一谈对当

下在线教学实质等效的理解。

一、实质等效的必要性

在 2020 年 2 月初的时候，关于如何组织春

季学期的教学，教育教学理念出现了大碰撞。

一些学校和老师认为不要瞎折腾，不妨借“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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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机安排学生在家安安静静、踏踏实实看书。

也有一些人认为只需给学生提供在线学习资源

（比如慕课或者教师自己录制的教学视频），

教师组织好答疑即可。这些想法都不无道理。

但答好这个问题需要考虑“在多长时间内开展

在线教学”这一关键要素。如果在线教学是“暂

态”是“过渡”，其实采用何种方法都是可以

接受的，只要把学生返校后的教学“大头”抓

住抓好即可。但目前的情况是，由于疫情复杂，

国家对“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要求非常高，

全国各高校都不可能于 2020 年春季学期期中之

前开学，北京和武汉的高校则会更晚。很显然，

在家看书和自学慕课加答疑无法在较长时间内

满足大量在读本科生的学习需求。时间一长，

势必使得学习成效受损，最终吃亏的是学生，

我们等不起，学生们也凑合不起。

除时间边界条件外，成建制地开展面向高

校学生的在线教学，教务管理部门和课程教师

会对实际授课质量提出相应的要求，这既是学

校运行管理的基本需要，更是以学生为中心人

才培养理念的具体体现。从关注教师的讲授和

投入，到关注学生的收获和产出，人才培养理

念的转变是开展高质量人才培养的必然趋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疫情导致的在线教学

持续多久，都需要对学习成效保持始终如一的

高要求。

二、实质等效的可行性

虽然仓促上阵，但是教师会逐渐认识到，

当前的在线教学和线下课堂教学存在着诸多差

异：没有实体课堂，缺乏仪式感，教师的“气

场”无法有效带动学生，学生难以及时告知学

习困难，教师也无法随时感受到学生的眼神和

表情……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会敦促教师主动

获取在线教学过程中的反馈和学习成效数据。

及时掌握实际情况后，教师就会有针对性地进

行补充，调整之后的教学内容，同时改进教学

方法。这是通过动态调整达成实质等效的重要

一环。

经历了一开始的手忙脚乱后，不少教师惊

喜地发现，把现有的基于互联网传递信息的各

种工具搭配起来，其实能够很有效地（甚至比

实体课堂更便捷地）获得学生的学习反馈。这

类工具包括实现信息传递工具（比如网络会议

和直播平台）、学习反馈工具（比如雨课堂等

能够收集学习反馈数据的智慧教学工具）、知

识众筹工具（比如弹幕 + 词云等启发引导学生

共同开展知识再创造的功能）。由于在线学习

时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学生出镜，而且可以匿

名发表意见，如果教师调度得当，学生参与教

学互动的意愿会远高于线下课堂教学。

由此，教师可以进行更加精细化的教学设

计。比如，结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合理设置比实

体课堂更短的分段教学时间；在讲授和讨论中

主动设计检测学习成效的练习题或思考题；适

度减少课内教学内容从而确保有充分的时间来

互动；尽可能利用慕课等优质在线学习资源为

学生提供课外学习参考等。

经历了 8 周的在线教学实践后，我的不少

同事和学生都发现，在线学习的时候，看课件

更清晰，听声音更清楚，互动也更活跃更多元，

课后学生可随时回看以查漏补缺，教师也可以

重新审视授课过程的得失……这些相对于课堂

教学的优势让很多教师和学生发自内心地感慨

“今后再也回不去了”。当然，我们最终是要

回到校园开展教与学活动的，实体课堂教学必

然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但是当前在线教学中

涌现出来的一些新的教学场景和新的教学技法，

都将对校园内的教育教学产生深刻影响。

三、实质等效的实现路径

首先要实现过程等效。学生在较长时间内

开展在线学习，需要经历类似于线下学习过程

中的预习（预热）、听讲（高质量获取知识和

训练）、复习（巩固和提高）、作业（学习质

量评测）、答疑（解决学习困惑）和考试（最

终评判学习成效）等阶段。虽然在在线教学过

程中没必要为了形式完整，机械地复制上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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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过程，但是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要素（如了

解、掌握、巩固、评测、答疑等）应该是齐备的。

没有这些要素，就不可能有实质等效。

其次要满足体验等效。当前的在线教学，其

实是一次非常好的开展立德树人教育和课程思

政建设的机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下，学校

是否竭尽所能帮助学生解决在线学习中遇到的

实际问题？教师是否想尽办法开展高质量的教

学活动？所有学生都是这些理念和举动的亲身

经历者。这些既是潜移默化的课程思政，也是最

直接的课程思政。实践表明，第一堂课齐唱校歌、

每堂课上课时响起铃声、教师出镜或邀请部分学

生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出镜等措施均能有效帮助

学生“兴奋”起来，并找到在实体课堂学习的感

觉。采取相应措施，让学生在较长时间闭门在家

的非正常状态中保持较旺盛的学习动力，并且获

得类似于课堂学习的体验，是在整个在线教学过

程中实现实质等效的关键环节。

最后要达到成效等效。有了合理的过程，

有了良好的体验，最终必须有可度量、可比较

的成效，才能检验是否做到了在线学习与线下

课堂教学质量实质等效。因此教师需要设计相

应的学习成效评价方法。

在学习成效评价方面，其实是大有可为的：

不少智慧教学工具都可以提供形成性教学评价，

教师可以利用每堂课或每周的教学反馈数据了

解成效并及时调整；利用网络会议开展在线答

疑也是了解学习成效的有效途径；许多教师还

设计了调查问卷以及时了解学生的体验。但最

硬的标准，毫无疑问还是考试。有些教师对在

线教学的考试心存疑虑，认为如果无法构成一

个完善的监考环境，还不如取消考试。笔者认

为在当前这样的场景下，可以用在线、开卷、

手写拍照主观题的方式开展期中考试，考题的

难度和数量均保持与线下教学考题相同，而且

让学生在参加考试前认可并签订诚信准则。这

些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在线考试的可信

度。清华大学的近 500 名学生，已在校历第 7
周顺利完成了电路原理的在线期中考试。实践

结果表明，通过这一过程，不仅使学生有相当

于课堂学习的学习体验，学风和考风建设得到

加强，更为重要的是测试结果比较全面地反映

了前半个学期在线教学的实际成效。在刚刚完

成的电路原理在线教学期中考试中，学生们取

得了比线下闭卷考试略高的平均成绩。如果考

试成绩显示教与学的成效不如预期，教师和学

生不妨各自结合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整。

通过期中考试或者阶段测试检验学习成效，是

确保实质等效的关键环节。

根据实际取得的培养目标（或毕业要求）

达成度与预期之差进行反馈调整以实现持续改

进，是整个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核心之处。类

似的，根据教与学的成效反馈进行调整，以确

保目标成效的最终达成，也是在线教学能够做

到实质等效的核心之处。

以上是笔者根据最近两个月组织和自身开

展在线教学的体会，对在线教学与线下课堂教

学的实质等效进行的初步探讨。相信随着在线

教学的深入，随着后疫情时期混合式教学的开

展，对于实质等效的理解和体会也会不断深化，

这也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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