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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开展线上教学以来，全校老师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全力投入到教学研究、资源建设、线上授课辅导的工

作中，涌现出众多优秀的教师、团队和课程。学校党委宣传

部和教务处联合主办线上教学经验案例分享展示活动，得到

各教学院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各教学部门深入挖掘、积极

上报了多项优秀案例。学校利用微信公众号和学校网站陆续

展示这些案例。希望借此活动，全校教师能够充分交流经验、

互通有无，不断提高参与教育教学改革的热情，不断提升教

育教学质量。 

2020 年春节前夕，新冠肺炎蔓延，受疫情影响学校停课。

教育部提出了“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决策，将“教”

与“学”从校园转移到线上，实施“云端”课堂教育。经过

近两个星期的部署与准备，迎来了线上教学的正式开课。第

一轮教学工作接近尾声，无论是任课教师还是学生，都对本

次教学情况进行了认真总结与反思，总结经验，改进不足，

总体教学运行情况良好，获得了较满意的教学效果。 



一、多措并举，精心准备，上好线上教学第一课 

1．取长补短，综合考量，选取在线教学平台 

初次尝试通过网络途径进行在线授课，如何在众多教学

平台中选用最合适的授课平台，为此任课教师积极参加各线

上教学平台使用培训、认真钻研平台各项功能，最终选用“超

星学习通”作为主要教学平台，“QQ 群+微信群”为辅助平台。 

 

图 1  平台选用 

2．通力合作建课程，服务“开学”第一课 

充分发挥集体力量，分工协作完成课程建设。以课程组

为单位，由课程负责人负责组织教师研讨课程建设方案，搭

建课程主框架。根据教师个人专长分配任务，分别完成电子

教案的整理、视频资源收集与录制、文档编辑、课件修改发

布、作业的布置等工作。课程组都建立了 QQ 群，由组长统

筹协调，分工协作， 最终确定了“以超星学习通为在线教

学主平台，以 QQ 群为学生组织、实时交流、答疑辅导平台，

以 QQ 群直播、在线工具和离线文档为应急及补充手段”的

课程建设方案。 经过二周多的紧张建设，课程已初具规模，

为顺利开课做好了充足准备。 



 

图 2  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建设 

图 3  铁路信号设计与施工课程建设 



 

图 4  铁路信号集中监测系统维护课程建设 

3．积极发挥班主任作用，助力线上教学顺利开展 

为保证线上教学的顺利开展，结合学校特色，任课教师

亦是班主任的特点，班主任积极动员班长主动与各任课教师

取得联系，建立联系机制，辅助任课教师顺利完成了开课前

的一切测试工作，并协助任课制定教学方案及突发情况应急

预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教学形式的转变可能有些学生还

不太适应，但是学生学习能力很快，在各班班长的帮助下，

学生在正式上课之前都已完成测试。 

 

图 5  班主任动员班长建群 



 

图 6  动员学生入课程群 

二、简化流程，灵活机动，教学实施进展顺利 

1．课前准备 

开课前向学生公布上课要求，明确考核标准，学生学习

目标更具体，学习过程更直观。 

    

图 7 上课要求              图 8 考核标准 

2．教学实施 

（1）签到 

开课前 10 分钟组织学生完成签到，及时掌握出勤情况，

了解未出勤原因，做到学生情况实时掌握，以确保每位学生



都能够准时上课。 

 

图 9  签到 

（2）学习过程 

老师全程领学，多次设置互动环节（随机点名，根据老

师口述投票，多人抢答），调整学生的听课状态，同学们积

极参与互动；同时设置讨论环节，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促进师生交流，针对讨论区的问题进行答疑解惑，授课过程

顺畅灵活。 

   

 

图 10  讨论互动 



定期直播答疑，针对之前教学过程中同学们存在的一些

问题，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以新奇的授课方式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安抚了学生居家隔离的焦虑情绪，真正

做到停课不停学，有效保证学生的学习不受疫情影响。 

 

图 11  直播统计 

（3）作业及辅导 

学习时长达到 90%以上时，方可完成预留的作业，作业

提交截止时间为下次上课之前，督促学生按时完成，实现线

上与线下的有机结合，防止学生抄袭，要求采用手写作业上

传照片方式。与学生约定集中辅导时间，针对作业中的共性

问题重点讲解，实现闭环。 

课程作业环节中，为了让学生能更好地巩固课堂知识，

教师也能通过 APP 端批作业，效果很好 



 

图 12  课后作业 

3．考核评价 

（1）学情统计 

学情统计可以对学生的学习情况一览无余，也可以在学

生有拖拉的情况下进行学业警示，提醒学生尽快完成相应的

学习进度。 

     

图 13 学情统计   



 

       图 14 监考 

（2）考试 

学习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可以对学生所学内容进行考核，

而且在考试过程中可以监考，如果有的学生态度不认真，可

以强制其提前交卷，（如图 14）。 

三、总结经验，改进不足，努力提升教学效果 

1．授课平台有过程性学习中各个环节的数据记录，教师

可事先安排好学习计划，要求学生在一段时间内（如一周）

完成。教师只是在正式上课时间，组织好签到、在线答疑，

也可以借助 QQ 群对学生遇到的问题进行集中讲解。这样既

可以让学生自主完成学习任务，也可以减少对教学平台的压

力。 

2．直播授课模式占用带宽较多，学生人数较多视频全开，

个别学生会出现 PPT 丢页、视频卡顿情况，且有部分学生家

中没有 wifi，不宜一直采用；而录播形式，既能保证授课质



量，又方便学生下载后循环播放，重点内容反复学，教学效

果较好。 

3．经后台数据分析，近 80%学生采用移动客户端学习，

移动客户端屏幕较小，不宜长时间盯着屏幕，因此在教学过

程中多增加互动和休息时间，缓解学生视觉压力，同时在后

续建设课程资源时，适当放大字体，对移动客户端屏幕做一

定的适配。 

线上教学有利有弊，是一套全新的教学理念，使用灵活

方便，要不断挖掘它的潜能，规避它的不足，创新它的使用

方法，力争到达与线下教学一样的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