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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在线教学工作周报
（第十三周）

教务处 2020 年 5月 19日

一、在线教学总体情况

（一）超星课程平台在线教学情况

学院第十三周（5月 11 日至 5月 15 日）在线教学情况总体运行

稳定。截止 5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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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周，超星课程平台教师日均在线 153 人，学生日均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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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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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3 个，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点 47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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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次，学生提交作业 14104 次，教师完成批改

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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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次，回帖 129220 次，APP 内互动 56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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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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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学院超星平台五周数据对比图

（二）职教云平台在线教学情况

第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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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批改作业次数、学生答题次数有所回落，课件学习人次和

教师批改考试次数成倍增长，平均到课率为 80.3%，持续两周略有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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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第十三周学院智慧职教平台数据

图 8 学院智慧职教五周数据对比图

二、在线教学督导工作

第十三周 23名督导员共督导检查在线课程 28门次。在所检查的

课程中，全部课程按时上课，55.6%的课程进行了集体备课，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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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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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资料，77.8%的课堂开展了在线互动、答疑等活动。

网上教学进入第十三周，整体来看，反馈教学好的方面有：

1.部分课程教师备课充分，授课思路清晰，重难点突出，能理论

联系实际。

2.《形势与政策》教学资料丰富，信息量大，教师授课态度认真

严谨，紧扣实事，能有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3.个别课程采用问题讨论方式组织教学，教师引入案例，学生积

极参与讨论，引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存在的问题有：

1.部分课程安排学生观看微课视频，让学习自学，缺乏课堂组织，

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2.部分课程学生在线率偏低，特别是大班教学班级，且迟到现象

较严重。

3.少数课程教学互动较少。

4.个别实操类课程教学资源单一，仅仅通过 PPT 课件授课，无法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教学建议

1.建议部分录播课程，做好教学组织，增加师生互动，提高学生

学习兴趣。

2.建议部分课程继续加强课堂考勤，强调课堂纪律。

3.建议大班教学分小班教学，或配备一定数量的课程助教。

4.建议继续加强教学互动，增加教学互动方式。

5.建议实操类课程，加入操作类视频或动画，通过仿真让学生更

直观地了解和掌握操作方法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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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部教学典型案例

案例一：电力电子工程系《电力系统自动装置》教学团队由李银

玲、丁官元、胡衍志、陈小梅四位老师组成，团队采用老带新的模式，

集体讨论确定课程标准和授课计划，共享原有资源，更新、补充新内

容。团队成员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经常语音电话交流，确保教学质

量。《电力系统自动装置》是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水电站运行与

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在线教学方式采用的是 QQ直播+智慧职教

+QQ 群提问答疑等，每堂课按照课前预习、课中教学、课后反馈三个

环节进行设计执行。下面以李银玲老师课程教学为例说明。

图 9 课程组微信群讨论交流

课前预习环节：每次课提前 2-3 天通过智慧职教平台发布本次课

的学习目标和教学内容，并通过课前测验检查学生在预习过程中哪些

重点内容没有理解和掌握。在此阶段要“盯住”学生，在 QQ群里提

醒学生，鼓励学生多问为什么，保证课前预习环节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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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课前预习任务和课前测验结果分析截图

图 11 课前任务预习提醒和给有疑问的学生答疑

课中教学实施：根据章节特点，进行学情分析，采用 QQ群视频

直播的形式进行重难点内容讲授。首先，提问抢答课前预习环节中出

现最多的问题；其次，教师通过直播形式、开启屏幕分享、电子笔注

释等功能在线讲解本次课的重点和难点；最后开展头脑风暴、讨论等

活动环节，增加学生的参与度，提升学习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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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课中教学任务的安排及直播过程中在 QQ 群里与学生互动

课后反馈：课堂结束后，点评和鼓励学生，反馈学生表现和学习

情况，表扬优异学生，鼓励和提醒不经常发言学生，让其在以后的学

习中更加积极主动，提升整个班级整体学习效果。

图 13 课后任务安排及群里课后答疑

教学反思：疫情期间，线上教学优势明显，但线下学习必不可少。

首先，适当增加上课形式多样性，部分知识选取学生当主播讲解等，

调动学生积极性。其次，结合理工科课程学习特点，采用线上作业和

线下作业相结合，进一步巩固和加深知识点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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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线上作业和线下作业相结合

案例二：机电工程系《使用 JavaScript+jQuery 实现页面特效》

是计算机应用技术和大数据应用技术的专业核心课程，其教学团队由

张帅、刘莉、谭永红三位教师组成，课程主要采用了腾讯课堂在线直

播+学习通平台+QQ 群答疑混合教学模式。

1.前期准备

当学院确定开展在线教学后，教学团队立即召开 QQ会议，明确

分工，相互配合，准备教学资源，快速搭建好本课程平台。同时考虑

本课程是理实一体化课程，积极开展课前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学习终

端情况，推荐不同的代码编辑器，让不同学习终端的学生都能进行编

程训练。开课前两天，教学团队试运行直播平台，在经过多个平台反

复比较后，选择直播较流畅的腾讯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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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课前准备

2.课堂教学实施

每次课堂包含课前预习、课堂讲授、课堂研讨、课堂提问、总结、

布置作业、辅导答疑七个教学环节，下面以刘莉老师课堂教学为例说

明。

每次课前 1-2 天，布置学生观看预习视频的任务，并通过课程平

台查看学生预习情况，及时提醒没有预习的同学完成预习任务。上课

时通过课前测检查学生知识点的预习情况，及时调整本次课的重难

点。

图 16 课前预习情况及课前测分析

直播课堂讲授时，一般采用“3W1H”的教学方法，逐步引导学生

理解和掌握知识点。3W代表 Why、What、Where，1H 表示 How，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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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要学习这个知识点？这个知识点究竟是什么？学完后用在什么

地方？以及怎么用？

图 17 “3W1H”教学方法

在授课过程中，为了抓住学生注意力，了解学生在线学习的状态，

会穿插各种教学互动，比如课堂提问、连麦互动、课堂讨论等。有时

候也加入一些网络语活跃课堂气氛，有一次给学生现场演示编程时，

打错了一个字母，导致整个程序运行结果出错，当时说了一句“遇到

凡事不要慌，拿出手机发个朋友圈。”整个课堂气氛活跃起来，学生

踊跃地找出问题，课堂效果良好。

图 18 直播过程中的教学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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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理实一体化课程，在教学中一般会边讲边练，讲练结合。

每个知识点学习完，演示 1-2 个教学案例后，会布置相同类型的课堂

作业，要求学生 20分钟内当堂完成。学生完成后，教师当堂批改，

辅导答疑，针对学生共性问题，教师着重讲解，直到学生完全掌握；

针对学生的个别问题，教师会个别辅导，或发布到 QQ讨论群中，让

学生一起帮忙查找问题，这样既提高了学生查找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也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课程结束时，教师通过思维脑图的

形式总结知识点，加深学生知识点印象。

图 19 辅导与答疑

课后要求学生梳理知识点，自制思维脑图，并完成 2-3 题作业，

其中 1 题为拓展题，鼓励学生积极探索，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图 20 学生绘制思维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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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反思

在线教学最大的缺点在于教师无法即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和

知识点掌握情况，所以教学互动是在线教学实施的核心点。除了传统

的教学互动方式，教师也可以充分利用直播平台工具，探索新的互动

方式，比如经常询问学生掌握情况（写 1 和 0）、直播平台选择题设

置、连麦互动、直播平台输出结果设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