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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校《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组织与实施方案》，我校线上

教学于 3 月 2 日如期开课。依据超星、智慧职教教学平台与各教学系

部线上教学统计等结果显示，我校第一周在线教学整体运行平稳。 

一、第一周在线教学整体情况 

1. 总体开课情况。今年春季学期我校计划开设课程 575 门，去除

7 门不具备在线教学条件的课程（外聘教师授课），实际在线开课 568

门，占学期开课总量的 98.8%，线上公共任选课 18 门。 

2. 本周开课情况。3 月 2 日，全校 50 个专业（方向）、269 个班

级线上教学如期开课，当天共开出课程 367 门次。第一周共有 344 名

教师开展在线教学，参加在线教学的学生人数 7967 人，开课 1761 门

次，师生共计访问各教学平台 39692313 余次，在线教学有序平稳进

行。 

3. 教学平台的使用情况。选择使用超星平台有 346门、占比 61%，

智慧职教有 180 门、占比 32%；其他平台有 42 门、占比 7%。 

4. 在线教学方式。任课教师根据课程性质和实际情况灵活采取

适合自己的在线教学方式，多利用教学平台+（班级 QQ 群、微信群



等）的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上教学。教学资源比较丰富完善的课程，

任课教师多采用任务驱动下的互动式自主学习模式，通过完整的教学

设计引导学生自学，并通过在线讨论、测试、作业、答疑等互动方式

检验学生学习效果；教学资源贫乏的课程，任课教师通过使用教学平

台与直（录）播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开展教学。针对网络教学平台拥堵

现象，任课教师准备了多种备用方案，如利用微信群、QQ 群进行互

动交流与辅导答疑；利用腾讯会议、钉钉、QQ 直播等方式进行直播，

确保课堂教学顺利进行。全体教师克服各种困难，投入了比常规线下

教学多几倍的精力开展线上教学活动，尽最大努力保证在线教学质量。  

 

 

 

 

 

 

 

图 1 智慧职教平台 3月 2日运行数据 

 

 

 

 

 

 

 

 

 

 

 



 

 

 

 

 

 

 

 

 

 

 

 

图 2 超星“一平三端”3月 2日运行数据 

 

二、教学检查情况 

1. 教学检查总体情况 

为确保线上教学质量，教务处与各教学系（部）进行对接，以各

教学系（部）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二级督导为主体，了解和掌握在线

教学情况。根据各系部开课期间督查的情况，在线课程总体运行良好，

绝大数课程能做到课前发布学习方式、要求和目标，上传完备的学习

资料，课中有序管理学生，并正常开展课堂测试、作业布置、在线答

疑和讨论等师生互动活动。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在线教学检查和各系部的反馈，发现的主要问题有： 

（1）从一周运行情况看，前两天学习通、智慧职教因平台访问

量巨大，出现上课高峰期登录不上、限流错峰登录、教师上传教学资

源速度和时间受限、平台功能受限和后台数据统计延时滞后等问题而



导致教学互动开展不顺利，周四以后，平台运行基本趋于平稳。 

（2） 师生对教学平台的使用正处于磨合过程中，特别是学生要

同时用多个教学平台和工具软件，在教学过程中存在部分功能使用不

熟练，不能灵活应用。 

（3）学习条件受限使少部分学生参加在线教学存在困难。根据

学校统计，有 9 名学生因住偏远地区，无网络信号无法上课，14 名学

生因受制于没有电脑等客观条件无法进行软件类课程的实际操作，54

名学生因网络资费问题无法正常参加在线教学。 

（4）任课教师无法实时掌控学生的学习行为，了解学生的真实

学习感受和效果，很难营造出线下课堂的学习氛围对学生产生影响。 

（5）个别老师缺乏课程建设经验，在线课程资源形式单一，课

程资源质量不高。 

三、改进措施及建议 

1. 针对网络卡顿、拥堵等情况，建议教师与师生错峰教与学，适

当延长签到时间，保证学生到课率；避开高峰期上传和下载资料；建

议师生利用课余时间尽快熟练掌握平台各项功能的使用方法，保证在

线教学的平稳实施。 

2. 按照学校《在线课程教学管理办法》，任课教师每次上课均须

考勤并认真核对到课学生，查明未到课学生及原因。对确因地区偏远

网络不畅的，建议采取将电子教材、课件等学习资料单独发送给学生，

并做出有针对性的辅导方案并予以落实，确保不漏下一名学生。复学

的学生跟任课教师联系，由任课教师加入授课班级参加线上学习。 



3. 各教学系（部）要全力挖掘在线教学优秀案例，通过校园网、

工作群等方式进行多渠道宣传和经验交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

型在线教学经验和模式，提升教师的在线教学能力，保障教学质量。 

4. 教务处将联合各教学系（部）在专业（教研室）内对在线教学

的教学设计、在线教学形式等内容展开研讨，增强在线课堂效能，助

力教师更好地开展线上教学，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自主性。 

5. 学校和各教学系（部）要加强对教学平台的数据监控，下沉到

课堂，及时总结线上教学经验和不足，及时交流，不断改进。 

 

 

                                   教务处 

                               2020 年 3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