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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核心通识课“微生物的世界”网课直播工具筛选 

唐晓峰*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本学期目前只能上网课。开学前作者测试了“微助教”、

QQ 群“分享屏幕”、QQ“群课堂”和“腾讯课堂”等四种直播授课工具，分析了每种直播工具的特点和

利弊。本学期作者讲授核心通识课“微生物的世界”，选课人数超过 100 人，根据本课程特点，最终

选择“腾讯课堂”作为直播工具，并结合“微助教”平台授课，获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为网课教学实

践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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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ng the most appropriate tool of e-course live broadcast  
for core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The Microbial World 
TANG Xiao-Feng*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COVID-19 outbreak, we have to take online classes this semester. During winter 
holiday, we tested four kinds of live broadcast tools, such as Teachermate, QQ group Sharing Screen, QQ 
Group Classroom and Tencent Classroom, and analyzed their featur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I teach, The Microbial World, which is a core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with more than 100 
students, I finally select Tencent Classroom as live broadcast tool, combining with Teachermate platform. 
This attempt had achieved good effect and provide a good glimpse into online course practice. 

Keywords: Online class, Live broadcast, The Microbial World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目前各类学

校“停课不停学”，网课成为教师和学生的不二之  

选[1]。为了给学生们提供最好的教学效果，作者在

开学前花了一些时间从纷繁的网络交互平台中寻

找最适合自己课程的工具。 

寒假期间作者在各个教学相关群了解了一些

网课软件和平台，自行下载并进行了测试。本学期

作者负责武汉大学核心通识课程“微生物的世界”的

讲授，由于在“爱课程”网站上已有武汉大学陈向东

教授讲授的视频公开课“微生物的世界”，而且为预

防网络拥堵，作者也已经将公开课视频分段上传到

课程的 QQ 群。正因为有这样的后备资源使作者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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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后顾之忧，所以开学前就集中精力研究直播上课

方式。由于家里的 Windows 台式机没有合适的话

筒，所以使用 Mac 系统的苹果笔记本电脑尝试直播

上课。出于经费上的考虑，作者主要用 Mac 系统笔

记本电脑尝试了目前几种免费的直播工具。 

1  免费的直播工具 

1.1  “微助教”直播 

“微助教”是一种轻量级的课堂互动信息化解决

方案，“微助教”并非软件或手机 APP，而是以微信

为载体的平台。在日常上课中，教师课堂上登录“微

助教”网址，打开自己的“微助教”课程播放课件，而

学生在需要时用微信参加互动，通过“微助教”可以

实现与全体学生的互动(全班性讨论、测验、电脑随

机点答、抢答、签到和互评等)，所有互动的结果均

可在大屏幕展示，全体学生都可以看见，因此“微

助教”特别适合在学生人数较多的课程中使用，其

对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感特别有

效。由于作者已使用“微助教”三年，所以第一时间

考虑使用“微助教”进行直播。“微助教”开发者为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 2020 年 2 月 6 日紧急

上线了直播功能，他们建议直播使用 Windows 系统

电脑(Win10)，用最新版的 Chrome 浏览器或 360 极

速浏览器登录“微助教”网站打开课程。使用“微助

教”直播上课时可以保留“微助教”原有所有功能，播

放课件期间可以随时切换到其他互动应用，全部教

学过程都有记录，数据都可以导出，课后可根据学

生参与度打分。 

作者 2 月测试“微助教”直播发现，Mac 系统苹

果笔记本的话筒无法与“微助教”直播匹配，存在话

筒占用问题，学生端只有画面没声音，当时与“微  

助教”技术人员反复沟通调试也没能解决。由于 2 月

17 日开课前未能解决该问题，所以作者开学初放弃

了使用“微助教”的直播。 

最 近 作 者 通 过 调 研 后 在 Mac 系 统 下 载 了

Soundflower 插件，反复尝试后终于解决了话筒无声

的问题。用“微助教”进行直播时，画面和声音都很

清晰，但观看时发现学生端有 15−20 s 延迟，该延

迟一般不影响教学效果，只是在播放带有解说词的

视频时因网络延迟会出现文字和声音不完全同步

的情况。“微助教”直播目前尚无记录上课过程的录

课功能。如果录课需要下载 EV 录屏等软件自行录

制 。 Mac 系 统 也 可 以 使 用 QuickTime ( 需 要

Soundflower 插件)录课。 

1.2  QQ 群“分享屏幕”直播 

由于作者已经在开学前提前建立了课程的 QQ

群，因此可以直接利用 QQ 群的“分享屏幕”功能进

行授课直播。开学前作者在生命科学学院的教师教

学 QQ 群里与同事们进行了“分享屏幕”直播测试，

发现“分享屏幕”基本能达到直播上课的要求，但学

生端的话筒是默认打开的，因此会有啸声、回声以

及学生周围环境的干扰声等，而授课时因教师一心

上课，可能无暇顾及调试，所以需要群管理员帮忙

关闭学生的话筒，因此课前教师要选助教或班长担

任 QQ 群管理员协助教学。2020 年 3 月 16 日发布

的 QQ PC 版 9.2.5 已增加了全员静音功能。上课签

到可以直接使用 QQ 签到功能。 

QQ 群的“分享屏幕”直播与“微助教”直播相比

多了与学生的语音互动功能。当老师提问时，可以

根据学生名单点答，被点到的学生打开话筒(和/或

摄像头)回答问题。但有个小 Bug，当教师用电脑

QQ“分享屏幕”时学生手机端虽然可以输入文字，

但教师看不见学生输入的文字。而“微助教”直播

中学生可以用文字回答问题，文字以弹幕形式实

时可见。 

另外，QQ 群的“分享屏幕”可以切换到“演示白

板”，教师可以用鼠标代笔写字或画图。QQ 群的特

点还有：教师能在群里布置作业，学生完成后可以

用图片或语音形式提交作业，教师可涂鸦红笔批改

和评分。 

QQ 群的“分享屏幕”直播上课同样也没有录课

功能，需要用 EV 录屏等软件录制。 

1.3  QQ“群课堂”直播 

QQ“群课堂”是腾讯公司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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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需求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开发的基于 QQ 群平

台的新应用。“群课堂”有 3 种模式：自由模式(自由

发言)、主持模式(教师主持控制)和麦序模式(排队发

言)，授课时一般选择主持模式。教师可选“分享屏

幕”或“演示 PPT”来播放课件上课，学生端的话筒和

摄像头都默认关闭，学生可以自行打开，但只有教

师端点开“连麦”后学生的声音和画面才能播出来，

因此教师可根据教学需要掌控，使互动更为有序。

电脑教师端“群课堂”的右侧有“群聊”区和“在线”

区，“群聊”区可随时看到学生输入的文字，“在线”

区可以查看在线成员。 

“群课堂”特别适合学生人数不太多、语音互动

需求较多或有学生出镜需要的课程，如大学英语课

程等。“群课堂”中学生也可以分享电脑屏幕，一次

只能一个成员分享屏幕。QQ 群的“群课堂”与“分享

屏幕”直播一样也没有录课功能。2020 年 3 月 QQ“群

课堂”新增了录课功能。 

截止到发稿日，只有 PC 版 QQ 有“群课堂”应

用，Mac 版尚无。 

1.4  “腾讯课堂”直播 

腾讯公司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2020 年 2 月紧急开发了“腾讯课堂极速版”，支持

Win 7 及以上系统、MacOSX10.11 及以上系统，操

作非常简单。作者以苹果笔记本电脑为教师端(下载

“腾讯课堂老师极速版”，手机号登录)、以台式电脑

或手机作学生端(下载“腾讯课堂学生版”软件或

APP，QQ 号登录)进行了测试。如果学生下载了“腾

讯课堂学生版”，则上课时可参与文字讨论、语音

互动和手机端简单答题。学生如果不下载“腾讯课

堂学生版”，则直接链接网址上课，但不能参与“腾

讯课堂”的上述互动。 

1.5  “腾讯课堂”加“微助教” 

由于作者平时教学中一直使用“微助教”辅助教

学，上课中利用“微助教”随时签到、大屏幕随机点

答、答题(单题或组卷测验)和讨论等，因此将“腾讯

课堂”与“微助教”结合使用较为符合作者的教学设

计要求。 

用“微助教”参与课堂教学互动需要学生使用微

信，除有电脑的学生可以同时打开“腾讯课堂”和微信

网页版外，无电脑的学生最好有两台上网设备，即平

板/手机 1 看“腾讯课堂”屏幕，手机 2 用微信参与“微

助教”互动。开学前作者在已有 100 多人的课程 QQ

群中开启投票，调查学生拥有的电子设备情况，发现

参加调查的 110 人中有 99 人拥有除手机外的其他设

备，9 人有两部手机，仅 2 人全家只有一部手机    

(图 1)，因此采用“腾讯课堂”加“微助教”方式授课基

本可行。之后作者在 QQ 群中上传了“授课方式说明”

文件，详细告知学生操作方法，要求学生下载“腾讯   

课堂”，加入“微助教”本课程。在开课前两天进行了  

25 min 测试，之后再投票调查网络情况，发现 61 名

参加测试的学生中 44 人网络通畅无卡顿，16 人稍有

卡顿但不影响听课，1 人较为卡顿(图 2)。最终作者

决定采用“腾讯课堂”加“微助教”方式直播授课。 
 

 
 

图 1  学生电子设备调查 
Figure 1  Investigation on students’ electronic devices            



唐晓峰: 核心通识课“微生物的世界”网课直播工具筛选 1007 

 

Tel: 010-64807511; E-mail: tongbao@im.ac.cn; http://journals.im.ac.cn/wswxtbcn 

 
 

图 2  网络测试调查 
Figure 2  Investigation on internet connection 

 

“ 腾 讯 课 堂 ” 对 Windows 系 统 较 友 好 ， 用

Windows 系统电脑打开“腾讯课堂”教师版时有分享

屏幕(含全屏分享和窗口分享)、PPT (含“点击使用

Office 打开 PPT”和“点击使用播放模式打开 PPT”)、

播放视频和摄像头 4 个选择，授课选择 PPT 的“点

击使用播放模式打开 PPT”最简便。从 PPT 切换到播

放视频时可以点击“分享系统声音”直接将系统声音

播放出来(否则学生端没有声音)。讨论区在画面的右

侧，播放 PPT 的同时可以看到讨论区学生的文字。 

Mac 系统的苹果电脑打开“腾讯课堂”后仅有

“分享屏幕”和“摄像头”两个选择，选择“分享屏幕”

后可设定区域框大小。方框以外的屏幕学生看不

见，不会产生干扰。由于 Mac 系统 PPT 全屏播放时

教师看不见“腾讯课堂”的讨论区，因此作者的做法

是：在 Chrome 浏览器中登录“微助教”，在“微助教”

中打开课件，在“微助教”中进行课件播放和教学互

动。课前测试时大致确定浏览器位置，用标签纸在

笔记本电脑边框上做好标记。上课时分享屏幕的大

小和位置就设在标签内部分(图 3 中红框)。将“腾

讯课堂”的讨论区放置在浏览器的一侧，QQ 群放

在浏览器另一侧，这样可以同时看见腾讯课堂讨论

区、课件和 QQ 群。也可以在“微助教”播放课件时

打开弹幕，学生在微信中输入的文字以弹幕形式  

飘过。 

Mac 系统在使用“腾讯课堂”时有个小问题，即

播放视频时没有声音，该问题经过作者研究后发现

可以通过外放声音解决。方法一：用台式机或手机

同步播放视频或音频；方法二：苹果笔记本蓝牙外

接个小音箱，然后将苹果笔记本的声音“输出”设置

为“外置麦克风(蓝牙音箱)”，“输入”选“内置麦克

风”，“腾讯课堂”的“音频设置”中“扬声器”选择“内

建输出”，“麦克风”选“内建麦克风”，这样就可实现

混音播放。 

使用“腾讯课堂”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录课形成视

频。录课是可选项，根据教师意愿在每次打开“腾

讯课堂”上课前选择。录课视频约 24 h 后形成，学

生可以在“腾讯课堂”上回看。教师可以使用 360 浏

览器的“边播边录”功能自行录制作为资料，后期可

以根据需要自行剪辑。“腾讯课堂”在 2020 年 2 月底

新增了考勤功能，所有学生进入课堂的具体时间、

观看时长、是否观看回放等均有记录，并可以导出

表格。 

“腾讯课堂”直播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画中画”打开自己的摄像头。“腾讯课堂”还有涂鸦

画笔、签到、预览、举手、答题卡等功能，这些功

能都比较简单，在此不一一叙述了。作者上课时仅

使用“举手”功能，让学生语音回答问题，其他互动

均用“微助教”实施。 

2  直播授课体验 

2020 年 2 月 17 日是开学第一天，晚上 18:30

本课程正式上课了。作者经历了前几分钟的小紧张

之后，后面的教学过程非常顺利。由于与学生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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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教师的 Mac 系统笔记本电脑画面 
Figure 3  Screen of teacher’s Mac system notebook computer  

注：红色方框为腾讯课堂分享屏幕大小，学生只能看见红框内的屏幕范围(用 Chrome 浏览器打开的微助教)；微助教内的各种功能(签

到、答题、点答、讨论、互评和弹幕等)可根据需要随时切换；红框下方是腾讯课堂工具区，左侧是腾讯课堂的讨论区和控制区，

右侧是班级 QQ 群. 
Note: The red box is the scope of sharing screen of Tencent Classroom. Students can only see the scope in the red box (Teachermate platform 
through Chrome). Various functions such as sign in, test, cold call, discussion, mutual rating and bullet subtitles in Teachermate platform can 
be switched as needed. The bottom of the red box is tool buttons of Tencent Classroom. The left of the red box is the discussion area and 
control area of Tencent Classroom. The right of the red box is QQ group of the class.  

 
时互动可以通过“腾讯课堂” “微助教”和 QQ 群 3 种

方式进行，所以绝对不用担心出现老师没开话筒而

不自知的情况。作者结合“微助教”的“点答”功能，

由电脑随机点学生回答问题，被点到的学生在“腾

讯课堂”中用“举手”来语音回答问题，全体学生都能

听到。电脑下载了“腾讯课堂”而没有话筒的学生可

通过“腾讯课堂”的讨论区回答，没有下载“腾讯课

堂”的学生被点名后用微信文字回答。 

本课程是 18:30−20:55 的三节课，作者基本按

照平时上课时间设置闹钟，按时上下课。考虑到学

生长时间观看屏幕眼睛容易疲劳，作者将第二次课

间休息由 5 min 延长为 10 min。第一次课使用了“微

助教”签到，签到时间设为 1 min。110 名学生中   

95 人完成签到，有学生在 QQ 群中反映因为网络的

原因没来得及签到，因此教师以后需要延长签到时

间。另外，课后回放录课视频时发现教学过程中有

3 次发生了 5−10 s 的卡顿，但未影响教学。 

作者讲授的课程是武汉大学核心通识课“微生

物的世界”，学生来自不同院系和不同年级，含文、

理、工、艺术专业等各类知识背景不同的学生。虽

然学生的生物学基础有所差异，但由于课程内容与

目前大家关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密切相关，

因此学生的学习热情很高。作者在直播授课时会实

时回答学生在讨论区和弹幕提出的问题，由于反馈

及时，完全可以弥补在网络教学中不能与学生面对

面的缺憾，课堂气氛非常活跃。教师讲授结束后留

了 20 min 进行课内讨论，由于“微助教”讨论可全屏

显示，所有学生输入的内容可以以词云或图片墙的

形式显示在屏幕上(图 4)，非常利于师生互动和生生

互动，此部分对学生的吸引力非常大，即使过了下

课时间学生们依然在“微助教”中持续讨论。 

三节课的时间一晃而过，学生反映“老师讲得

太好了想接着听” “唤起了我对生物的兴趣”。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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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 核心通识课“微生物的世界”网课直播工具筛选 1009 

 

Tel: 010-64807511; E-mail: tongbao@im.ac.cn; http://journals.im.ac.cn/wswxtbcn 

 
 

 
 

图 4  学生的电脑端屏幕(微助教讨论) 
Figure 4  Screen of student’s computer (discussion on Teachermate platform) 

 
课邀请了 30 位不同学院教师参与听课，课后在本

科生院的调查问卷中教师们给本课程评价分为 

9.88 分(10 分制)，“对本次观摩课印象最深的内容”

有：“借助腾讯课堂、微助教等多种教学网络平台，

充分发挥各平台特点和优势，组合得当，达到 1+1>2

的效果。在课堂中随时关注学生的即时反馈，将学

生的问题转化为教学内容，实现了有效互动，教学

内容将知识的深度广度与趣味性结合，与生活生产

实际结合，以上这些举措都极大提高了教学效果。” 

“讲故事的授课方式让人听得意犹未尽。随时关注

学生留言，并增加专门的讨论环节，转变为教学内

容，更灵活。课前小测试顺带点名效果，介绍与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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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提高学生兴趣。” “师生实时互动的内容和形

式，归根结底是上课要讨论的内容遇到不同知识背

景的学生怎么办的问题。提问的时候注意到了学生

特定内容的差异，正视这些差异，创造条件降低参

与门槛，鼓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让这么多不同

背景的学生都能平等参与。” 

直播上课时还有一些小贴士，如：教师要将手

机设为静音，关闭电脑上无关软件和各种推送。如

果不打算使用摄像头可不开启，甚至可以事先用小

贴纸挡住摄像头以防误操作。每次直播上课前，教

师可提前 10−15 min 打开直播工具，课前和课间播

放音乐或 MV，以调节气氛、舒缓心情，提高学生

的直播上课积极性。 

3  结语 

作者测试的 4 种直播授课工具均为免费工

具，前 3 种都基于微信或 QQ 平台，微信和 QQ

是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人使用的即时通信网络工

具，因此这 3 种方式的最大优势是轻便，教师和

学生不需要另外下载软件或手机 APP。目前除了

“腾讯课堂”外，还有超星学习通、雨课堂、钉钉、

ZOOM 和腾讯会议等多种直播授课工具[2-4]，但均

需下载软件或 APP。各种教学软件和 APP 各有所

长，有的平台大，不易发生网络崩溃，有的因功

能较多而备受中小学教师的欢迎。上网课虽然是

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优良的教学工具和用心的教

学设计可以弥补师生不能面对面的遗憾，保证良

好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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