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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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子年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肆虐中华大地，按照学校

教育"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指导意见，利用超星尔雅网络教学

平台远程在线方式开展线上教学工作。现在线上教学已经有序开展四

周，线上教学过程中我们坚持学校号召的"教学管理不放松、教学标准

不改变、教学质量不降低"，接下来以《桥梁工程》课程为例，将线上

教学中的经验分享如下： 

一、教学方式的选择 

考虑到大部分为农村同学，网络环境不好，所以未采用直播形式。

选用教学平台+QQ 群结合，导学研讨、录播的教学形式。 



二、教学平台的选择 

积极参加了学校及鲁班组织的职教云、智慧树、超星泛雅、清华

这 4 个线上教学平台培训，通过对课程建设、教学互动效果、教学活

动功能、操作便捷性、优质资源支撑、技术支撑等因素结合课程教学

特点最终选择超星泛雅平台作为教学平台建设，考虑到特殊时期网络

压力大平台可能出现无法正常使用等特殊情况，选用清华平台作为备

用教学平台。 

三、教学平台的建设 

1.组建教学团队 

根据教学任务，桥梁工程课程本学期教学团队由任课教师梁启龙、

刘景双老师组成。 

 

2.平台资源建设 

在考察平台既有课程资源后，没有合适的情况下，采用录播自建

课程资源。教师团队共同商讨编制线上教学计划，确定课程建设方案，



明确任务分工。建设内容包括教学视频、PPT 课件、电子教材、课后作

业、答疑讨论、章节测验、考试、签到、建立 QQ 群等。做好活动设计，

实现“教、学、练、测、评”等线上教学环节，保障教学内容和教学

进度与教学计划一致，，保证教学效果。 

四、教学组织 

1.课前 

组织学生签到，复习旧知引入新知，总结上一讲学习内容和本讲 

内容的衔接关系，布置本讲的学习内容。 

2.课中 

组织学生学习设置的教学任务点 PPT 课件、视频、文献等，因为

教学视频为线上教学资源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这里重点介绍一

下教学视频的设置，教学视频设置防拖拽、防窗口切换中并在视频中

插入和内容相关知识点的测验题随学随考，不答题视频无法继续播放，

答错后会按教师设置强制回看一定时长，保证对知识点的掌握和不出

现挂机现象，从而保证了学习质量，只有超星有此功能，这也是选用

此平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知识点中均引入相关工程案例。 

使用 QQ 群对学生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答疑，难以文字描述清楚

的必要时课采用 QQ 直播屏幕分享、语音、白板等方式解答。 

从后台实时掌握学生学习动态，提醒签到后为加入学习的同学及

时完成任务点的学习，任务点学习具有时效性，需按时随堂完成，特

殊原因需提前说明。 

适时的发起知识点相关案例话题讨论，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被

动学习变为主动思考。 



设置课程拓展课件，在学习任务完成的情况下，满足部分同学的

学习兴趣，开拓视野。 

3.课后 

每讲完成后布置相应的课后作业，一章完成后布置章节测验，并

定期的进行问卷调查、课后作业、章节测验、问卷调查、后台统计等

实时掌握学情，对教学方法和掉队学生等进行针对性调整。 



 

经过几周的线上授课，结合线上授课的特点调整教学环节和方法，

在授课过程中设计了问卷、测验、讨论等形式，随时督促学生积极思

考，并将其作为平时成绩的评价依据，使学生积极学习、主动学习。

网络的方便性优势提升了学习主动性。线上教学使教学时间不仅限于

课堂上，课后学生可以通过各种平台与老师开展在线讨论，学习时间

和空间得以拓展。 

以往每门课程成绩要等到期末提交教务系统后学生才能看到。通

过学习通，有同学提交作业后对于成绩不满意，马上主动提出要再次

修改作业重新提交，这在平时的教学中实施起来时间跨度较大。 

后续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加强和学生的交流，创新和完善教学手

段和策略，消除学生懈怠情绪、保障在线教学秩序，努力提高线上教

学效果，师生一同打赢这场“抗疫”教学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