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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初教学准备工作 

学校领导对疫情防控期间教学工作高度重视，要求所有上课教师通过微文档

填写包括上课时间、线上教学方式、教学反馈等授课信息，方便领导、专业主任、

督导等随时进行课堂巡查和随机听课。二级学院在开课前要求所有授课教师熟悉

腾讯会议、腾讯课堂、QQ 群屏幕分享等在线教学软件的操作使用，在超星平台

建课，建立与课程有关学生的沟通渠道等。 

质量控制中心制定了包括教学科研处、二级学院、督导在内的课堂巡查值日

表，合理分配值日人员，并在各二级学院的配合下，每班聘请一位学生信息员，

及时反馈教学情况。 

二、期初教学检查情况 

为做好在线教学质量管理工作，及时了解和掌握线上教学工作的准备及运行

情况，全体值日人员深入到各班级在线课堂及学习群，全方位开展在线教学质量

监控工作，及时掌握线上教学运行情况，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我校线上教学工作正

常有序进行。 

质量控制中心检查了任课教师（包括校内外兼职兼课教师）的备课情况，检

查了课表、教材、设备的落实与运行情况；各二级学积极配合检查并撰写了期初

教学检查报告。期初教学工作平稳、运行有序。 

三、前三周教学秩序情况 

为保障日常在线教学质量，维持全校在线教学秩序。自线上教学开课以来教

学科研处、质量控制中心及二级学院领导、专业主任、督导随机进入班级听课，

每天记录在线授课情况，及时了解在线授课存在的问题并向教师、学生以及相关

部门反馈信息。授课教师通过超星平台为学生提供 PPT、视频教程、练习作业、

软件资源等教学资料，供学生学习或预习，取得了较好效果。 

（一）开课情况。9 月份全校共开设 97 门课，总计 2563 课时，各二级学院

专任教师、校内兼课教师、外聘教师承担课时情况如图 1 所示。 

 

 

                                图 1 

（二）听课情况。各二级学院院长、副院长、专业主任、教师及学校督导听

课情况如图 2 所示。 

 

                               图 2 



 

（三）巡查情况。各二级学院院长、副院长、专业主任及督导课堂巡查人次

统计如图 3 所示。 

 

                             图 3 

（四）平台使用情况。从听课、课堂巡查、学生反馈情况看，教师大部分采

用直播平台+资源平台+线上讨论等多种形式开展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践。教师使

用超星平台进行教学设计，实施课堂教学的签到、测试、作业等环节；通过 QQ

群、微信群等随时保持与学生的联系，进行课前导入和课后答疑。 

表 1 直播平台使用情况 

四、教学组织和实施案例 

（一） 艺术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在坚持教学质量标准不降低的基础上，开展线上教学。教师利

用多个教学平台进行线上教学，积极开展线上教学互动，努力将线上课程讲得精

彩，期望学生学得扎实。与此同时，学生们也能积极努力去适应新型的教学模式，

主动寻求教学任务对接，学生出勤以及课后反馈很好，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图 4《插画技法》专业课老师上课现场图及学生手稿 

（二）教育与服务学院 

以《大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Ⅲ》为例，本课程采用腾讯会议直播进

行授课，采取教师主讲、随机提问学生的互动方式。课前 5 分钟左右，教师通过

班干部微信群发放会议号，由班干部转发邀请学生进入会议，然后通过学习通签

到。直播讲课中，教师会对讲过的重难点内容随机提问并选取 2-3 名学生作答。

有疑问的学生通过聊天窗口发布信息，教师及时解答。课程直播结束时，教师针

对本课内容布置作业，一种是在学习通讨论区作答，另一种是提交电子文档。 

直播平台名称 使用课时数 使用占比 使用情况 

腾讯会议 1950 76% 
播放视频时偶尔出现网络卡顿、黑屏、

断网等问题，其他均运行良好。 

腾讯课堂 527 21% 
学生都打开摄像头时，出现过网络卡顿、

断网等问题，其他均运行良好。 

QQ 群屏幕分享 86 3% 运行良好。 



 

 

图 5 学生在学习通上根据自己的专业参与择业定位的讨论 

（三）博雅学院 

以《英语 III》为例，本课程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教师团队集体备课。

教师采用腾讯会议开展语音交流，以鼓励学生发言、合理利用超星平台、进行分

组活动为手段提高课堂学习效果，每次课程结束都在企业微信上和辅导员交流出

勤情况，以督促学生出勤。学生课前积极利用 ismart APP 进行线上学习，并认真

听取课堂反馈，课堂参与度较高。教师团队也能及时督促并提醒学生完成线上自

学内容，并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有计划地备课，学习效率大大提升。 

 

图 6《英语 III》学生在线学习情况 

（四）商学院 

《保险实务》的教学对象是商学院国际金融 2002 班学生，课程采用腾讯会

议配合学习通教学平台组织教学，由于本课程理论与实际内容并重，而理论部分

又涉及相当多的法律术语，相对枯燥艰涩，所以在备课过程中将教学资料形象化，

教学过程中采用理论讲授并辅以案例讲解，加强课堂互动，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

解。同时，配合随堂练习与课后实训，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课程的参与度，以克服

线上教学中操控性差的弱点。 

图 7 腾讯会议线上教学课堂 

 

图 8 线上课堂教学案例分析 

 



 

（五）工学院 

以《Web 前端开发技术》课程为例，教师采用了“腾讯课堂”+微信群+超星这

三个平台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授课，使用腾讯课堂作为授课的主要平台，学生可以

在上面进行提问、互动，课后还能进行回放复习。授课过程中通过丰富的多媒体

教学素材，如思维导图、PPT、案例、短视频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

尽快理解掌握学习内容。 

采用“超星+腾讯课堂”双平台签到方式，通过微信群进行课前的信息通知、

提醒，微信群实时互动的特点帮助教师及时获取学生的上课反馈，对学生的问题

进行答疑解惑。 

 

 

图 9 课程学习路线思维导图（教师第一堂借助思维导图进行课程介绍）

 

图 10 腾讯课堂授课师生互动 

五、存在问题 

从巡课、听课、授课教师及学生的反馈看，主要存在的问题如下： 

1. 学生开摄像头、教师播放视频时，存在网络卡顿、延时现象。针对这类问

题，教学过程中只由教师开摄像头，学生关闭摄像头，从而缓解网络压力。 

2. 缺勤、迟到和早退的现象仍然存在，这需要靠教师和辅导员的共同努力把

学风提上去。 

3. 少数学生通过手机上课，不能同时完成听课和设计，学习效果不理想。 

    4. 教师工作量较大。教师除了前期备课、课后要及时回复学生问题外，还需

课前与学生沟通、线上教学时应对直播平台的突发问题等，工作量相较于线下授

课增加了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