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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在线教学工作周报
（第十四周）

教务处 2020 年 5月 26日

一、在线教学总体情况

（一）超星课程平台在线教学情况

学院第十四周（5月 18 日至 5月 22 日）在线教学情况总体运行

稳定。截止 5 月 22 日，学院超星教学平台总资源及各系分布情况如

下图所示。

图 1 学院超星教学平台总资源数及各系分布情况

第十四周，超星课程平台教师日均在线 156 人，学生日均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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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4 人，具体在线情况如下图。

图 2 学院超星教学平台在线情况

课程平台资源上传共 11446 个，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点 38055 次，

具体资源上传情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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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学院超星教学平台资源上传情况

教师发布作业 378 次，学生提交作业 14344 次，教师完成批改

5040 次，具体作业情况如下图。

图 4 学院超星教学平台作业数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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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发帖 139 次，回帖 130314 次，APP 内互动 46581 次，具体

互动情况如下图。

图 5 学院超星教学平台互动数据情况

图 6 学院超星平台五周数据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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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教云平台在线教学情况

第十四周职教云平台中登录教师人数、在线学生人数、课堂教学

次数与前期持平，教师批改作业次数有所下降，课件学习人次和教师

批改考试次数、学生答题次数连续增长，平均到课率为 79.54%，略

有下降。

图 7 第十四周学院智慧职教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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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学院智慧职教五周数据对比图

二、在线教学督导工作

第十四周 23名督导员共督导检查在线课程 30门次。在所检查的

课程中，全部课程按时上课，18.18%的课程进行了集体备课，90.9%

的课程具有完整的授课计划、课程标准、教案、教学 PPT 等基本教学

文件资料，90.9%的课堂开展了在线互动、答疑等活动。

网上教学进入第十四周，整体来看，反馈教学好的方面有：

1.部分直播课程教学准备充分，教师授课声音洪亮，教学思路清

晰，教学节奏适中。

2.部分录播课程制作精良，教学内容生动形象，教学组织有序，

课堂管理严格。

3.个别直播课程课件清新，内容简洁明了，采取“边讲边练，讲

练结合”的教学模式，学生参与度高，教学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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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有：

1.少数课程课堂气氛不活跃，师生互动有待加强。

2.个别选修课程师生交流较少，教学效果不理想。

3.个别课程教学语言口语化较突出。

三、教学建议

1.建议录播课程，增加“直播”环节，加强师生沟通，监控教学

效果，最大程度还原线下教学场景。

2.建议继续加强师生互动设计，活跃课堂气氛，提高课堂教学质

量。

3.建议个别课程使用专业术语，力求准确严谨、简练明白。

四、系部教学典型案例

案例一：思政课部罗彩莲老师面向大二学生上了一堂课《形势与

政策》——坚决打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阻击战，全程采用腾讯课

堂直播教学，利用丰富的教学案例和多样的互动方式，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取得较好地教学效果。具体做法如下：

备好课。上课前一定要充分备课，为了引起学生共鸣，罗彩莲老

师收集大量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最新案例，比如在屋顶向邻居家借网

上课的“屋顶男孩”、“蹭网男孩”，走一小时山路在崖壁旁收听网

课的高一女孩，在雪山顶上专注念书的藏族女孩斯朗巴珍，在方舱医

院备战考研的大三男孩等，将其通过视频、图片等方式融入 PPT 教案，

向学生传播正能量。

做好线上教学设计。线上教学最大的弱点是学生与教师相隔万

里，不能面对面交流，罗彩莲老师为了更好地掌控课堂，抓住学生注

意力，在线上教学设计中加入更多的互动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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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利用腾讯课堂答题卡（做选择题）功能，随时检查学生是否

在手机或者电脑旁边，以此来督促学生认真学习。

如，利用腾讯课堂举手（连麦语音）功能，一些重要内容或复杂

的问题，可以设置课堂举手，教师点名，学生连麦语音作答，这不仅

可以模拟线下互动问答，还可以拉近了师生的距离，让学生倍感亲切。

如，对于一些简单的问题回答，可以采用文字互动来实现交流。

选好助教。提前将每个班的班长选为助教，让助教们在课堂上帮

忙清点人数，记下互动学生名单，以此作为平时成绩的重要依据，调

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疫情防控期间，直播课可以与学生进行真实的、面对面的沟通，

有利于教师对课堂的掌控，是一种较好的在线教学方式。

案例二：水利工程系尤伟静、何姣云、刘飞、程品老师组成的《水

力学》教学团队，承担了 19水工、水利、水环境、水管、检测和水

文专业的《水力学》课程在线教学任务。该课程主要采用智慧职教云

课堂平台+虚拟仿真软件+QQ 教学群方式教学。课程主要分为两个阶

段来执行，即理论授课阶段和实验教学阶段。

1.理论授课阶段

1）教学方式：团队录课+直播+网络教学资源

发挥团队教学优势，充分整合网络资源，以知识点为单元构建课

程学习体系。将课程内容细化为知识点，结合动画视频及实际案例，

对知识点进行扩展和深化，学习由浅入深，由理论到应用，层层递进。

课堂上老师对知识脉络体系进行梳理，将知识点串联起来，完成由总

到分的教学设计和由分到总的教学实施全过程，思路清晰，便于学生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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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教学团队及教学课程设计

2）教学过程：课前发布学习任务+课堂学习+讨论+随堂测验+课

后作业巩固

课前提前发布本次课的学习内容和主要任务，学生可以通过课程

设计中的学习视频提前对学习内容进行预习。

图 10课前任务

课中通过学生自主学习，教师讲解和讨论、测验等形式提高学生

参与度和学习积极性。

分层次教学：课程内容由浅入深，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出不同

的要求，实现个性化教学。

图 11 课中活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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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机制：实行积分制，对学生参与的课堂活动进行打分，每一

次课程结束后，学生即可看到自己的学习积分。

图 12 课中学生参与讨论及测验情况

重难点讲解：通过讨论以及测验形式检验学生学习效果，对普遍

存在的问题在课堂上及时进行答疑并重点讲解相应的知识点，有针对

性。

线上线下相结合：要求学生边上课边做笔记，将每次课的重点内

容记录下来，方便课后复习。

图 13 学生笔记

课后布置作业，学生通过做作业巩固课上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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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课后作业

2.实验教学阶段

1）教学方式：实验原理讲解+虚拟仿真 CAI 软件网络实验操作

实验操作阶段借助网络版虚拟仿真 CAI 软件，网上实验与实际仪

器操作虚实结合，基于互联网+，电脑、IPAD、手机都可通过 WEB 浏

览器访问做实验，不需下载 APP，网上实验 24小时全开放，方便学

生网上远程实验，随时随地进行实验预习和复习。

每项实验 CAI 均包含仪器仿真，动态操作界面，实验原理、操作

指南、问题解答等教学资源。可供学生利用网络做个各项实验的过程

操作、数据采集和成果分析。

图 15虚拟仿真软件界面

2）教学过程

学生通过学习实验原理和实验操作过程后在网上进行实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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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记录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

图 16 学生实验数据处理

案例三：建筑工程系工程造价教研室熊英老师在疫情期间，积极

完成教学任务，不断探索网络教学方法，总结经验，持续改进，力争

使每堂课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现将熊英老师承担的《建筑识图与构

造 2》教学情况汇报如下：

1.做好预热工作

在疫情家中，各大高学开学时间均被延迟的情况下，在网络课程

正式开展以前，熊英老师在“学习通”网络学习平台上以及授课班级

2019 级工程造价专业 3-6 班 QQ 群中发布了《建筑识图与构造 2》的

电子版教材。与学生沟通，确认绝大多数同学能够保持网络畅通，只

有少数同学存在信号不好的问题，后期基本能够克服，为在线教学提

供网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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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上传电子教材

2.前期准备工作

网络教学缺乏有效的监督，如果继续采用传统教学一堂课 45分

钟的模式，学生长期对着电子产品学习，会产生倦怠心理，熊英老师

重新制作课件，将以往的 PPT 课件按知识点逐个拆分成小课件，并为

其配备相关的课堂测验，以此督促学生认真学习。

图 18 教学资料上传

本门课程采用网络录播授课，为了录制高质量的视频，教师会提

前写好讲稿，在确保周围环境无干扰的情况下进行视频录制。上传视

频时要求学生观看 90%以上，该任务点方予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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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任务点设置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在讲授每一章节内容之前，教师会将其作业

题发布在“学习通”，让学生有目的地预习。

3.授课中

教师提前通知学生进入平台学习，全程在线，辅导答疑，积极听

取学生对网课的建议和想法，尽量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摸索学

生更能接受和更有效的教学方法。

图 20 辅导答疑

4.课后

每周结束时，在“学习通”平台查看学生的学习情况。对于任务

点学习滞后的同学，及时了解情况，并加以督促，尽力保证每一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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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都跟上学习进度。

图 21 督促学生完成任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