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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在线教学工作周报
（第七周）

教务处 2020 年 4 月 7 日

一、在线教学总体情况

（一）超星课程平台在线教学情况

学院第七周（3 月 30 日至 4 月 3 日）在线教学情况总体运行稳

定。本周超星课程平台教师日均在线 156 人，学生日均在线 5991 人，

课程平台资源上上传共 9666 个，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点 54276 次，学

生提交作业 15497 次，教师完成批改 8822 次，师生发帖 265 次，回

帖 89618 次，APP 内互动 61189 次。

图 1 第七周超星教学平台总资源数及各系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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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院超星教学平台在线情况

日期 星期
在线教师

（人）

在线学生

（人）

3月 30 日 一 162 6095

3 月 31 日 二 163 6135

4 月 1 日 三 163 5928

4 月 2 日 四 145 5854

4 月 3 日 五 145 5945

日均 156 5991

合计 778 29957

表 2 学院超星教学平台资源上传情况

日期 星期
资源上传

（个）

完成任务点

（人次）

3月 30 日 一 1933 11643

3 月 31 日 二 1845 12733

4 月 1 日 三 1716 8662

4 月 2 日 四 1990 9483

4 月 3 日 五 2182 11755

日均 1933 10855

合计 9666 54276

表 3 学院超星教学平台作业数据情况

日期 星期
发布作业

（次）

学生提交作业

（人次）

教师完成作业

（人次）

3月 30 日 一 64 2475 2212

3 月 31 日 二 68 3776 2420

4 月 1 日 三 144 3100 1014

4 月 2 日 四 103 3105 1667

4 月 3 日 五 71 3041 1509

日均 90 3099 1764

合计 450 15497 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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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学院超星教学平台互动数据情况

日期 星期
发帖

（篇）

回帖

（人次）

APP 互动

（次）

3月 30 日 一 16 13805 12109

3 月 31 日 二 80 29426 15696

4 月 1 日 三 106 15910 10307

4 月 2 日 四 44 17360 10408

4 月 3 日 五 19 13117 12669

日均 53 17924 12238

合计 265 89618 61189

图 2 近三周超星平台在线数据统计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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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教云平台在线教学情况

第七周职教云平台中学生登录数、课堂教学、课堂活动、课件学

习、批改作业数等有所下降，但批改考试和学生做题较上周有较大幅

度增长，学生在线到课率有所提升。

图 3 第七周学院智慧职教平台本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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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近三周职教云平台在线数据统计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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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学院智慧职教平台活跃度 3 月排行

二、在线教学督导工作

第七周共有 22名督导员共督导检查在线课程 99门次。在所检查

的课程中， 98.99 %的课程按时上课，58.59%的课程进行了集体备

课， 89.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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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2%的课堂开展了在线互动、答疑等活动。

网上教学进入第七周，整体来看，较突出的方面有：

1.直播教学因其师生互动性较强，学习效果好，已经成为大多数

教师的主要授课方式。

2.大部分课程教学设计合理，能根据教学重难点，合理设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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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点，采取直播授课、作业分析、课程小结、布置任务、开展讨论

话题、学生作业，视频观看等教学环节，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电力电子工程系部分教师授课认真，课程教学准备充分，教学

内容合理，简化理论，突出应用，互动频繁，讲解生动，还能采用电

子板书增强教学效果。

4.水利工程系部分课程课堂教学组织熟练高效，注重课堂管理和

学生学习效果反馈。

5.建筑工程系部分课程选用了优秀的视频公开课供学生在线学

习，并提供电子教材。

但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少部分课程开始进入结业阶段，但网络课程中过程性考核体现

还不明显。

2.极少部分课程仍存在指定教学平台如超星学习通上无课程痕

迹的问题，少部分学习通在线课程内容过于简单。

3.部分课程课堂管理不足，师生交流不够，节奏稍慢，内容欠充

实。

三、教学建议

1.建议所有直播教学设置可回放，方便学生课后学习。

2.建议教师继续加强直播课堂教学管理，增加与学生的互动。

3.建议部分教师继续丰富课程资源，对没有录制教学视频且教学

资源以 PPT 为主的课程探索直播教学方式进行教学。

4.建议课程考核中要体现过程性考核。

四、系部教学典型案例

案例一：水利工程系王金玲老师的采用三平台联合授课形式受到

学生好评。王老师在线上教学过程中采用腾讯会议进行直播，直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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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互动和提问；QQ 学习群进行学习资源传送、接龙签到（有据可

查）、沟通联络；学习通进行学习资源推送、作业提交等。

根据网课特点，将课程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阶段，课前

——课堂教学前阶段，前移课堂教学，通过学习通和 qq 学习群推送

我校国家级精品课程为学生“预复习”提供资源，布置思考题，注重

引导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预习，熟悉教学内容并发现问题，带着问题

进入课中阶段；课中——课堂教学中阶段，严抓听课效果和出勤率，

随机提问，每次课课堂互动提问学生达 50%以上，出勤率高，开课七

周以来 18测量班《工程测量》课程，36人总出勤率达 98.3％， 19

测量班《地形测量》出勤率总体达到 96.6％；课后——课堂教学后

阶段，延伸课堂教学，防止学生课后放任自流，重点放在作业质量上，

保证作业的数量和质量，作业不流于形式和次数，每次作业全批全改，

每个同学都有评语，并在批阅完后及时传上参考答案。

同时，将课堂思政适时恰当地渗透到专业教学中，注重知识传授

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学习作风，激励学生做

一个优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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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王金玲老师在线教学、学习资源截图

图 7：课前布置思考题截图 图 8：课堂思政适时渗透截图

图 9：作业批改及上传参考答案截图

案例二：电力电子工程系刘越老师的《风力发电技术》课程教学

利用学习通学习、腾讯课堂直播、QQ群交替进行。由于学生手中都

没有教材，所以给上课带了一定的难度，刘老师尽量把 PPT 做的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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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

使用学习通学习时，采取定时和不定时的课堂签到，以及软件后

台能看到相关的学习痕迹及整体学习统计分析。个别学生网络情况不

是很好，也可能有一些学生开小差，在线学习的同时做些其他的事情。

针对所可能出现的问题，课程结束后，将本次课程的所有内容开放，

使学生可以利用其他时间学习。每节课对应有作业，作业的时间设定

在上课时间结束之后持续到当天晚上 7点，没达到标准的打回重做。

从作业情况来看，大家完成作业的态度都很积极，很多同学自主要求

打回作业重新做，力争满分。

使用腾讯课堂直播时，先用学习通签到，提醒同学们进入课堂。

进入直播后，先和同学们聊聊疫情的相关信息，询问一下他们近期的

学习、生活情况。直播过程中，随机点同学互动，回答问题，没有被

点到的同学也可以抢答得分，抓住他们的注意力。直播时间控制在 1

个小时左右，避免时间过长。上课过程中，在 QQ群中出 2 到 3个问

题，让学生立即作答，且取前 10名同学+3 分，其余作答正确的同学

+1分。同学们都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参与回答。

直播过后提醒大家课程没有结束，转到学习通复习、完成课后作

业。并把系统生成的考勤表发到群里给大家，看看自己何时进入的课

堂，何时推出的课堂，供学习了多少分钟，以此激励、督促同学们的

学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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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刘越老师与学生互动部分截图

案例三：建筑工程系周雨薇老师灵活运用超星学习通平台，并结

合各门课程的特点、各班级学生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在讲授《招投标与合同管理》课程时，既有教师出镜视频承上启

下的讲解前后两节知识之间的关联，又加入了同学们感兴趣的动画、

微小说、可反复观看的速课、各类文档规范、图片资料和视频资料等，

课程平台建设丰富，偶尔还会发小红包激励学生们参与讨论发言并且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在讲授《水工钢筋混凝土》时，由于难度较大、计算较多，以第

一视角录制重点计算视频并传至优酷，在课上向学生们分享链接。为

了及时给一百多名同学答疑解惑，图文并茂的手写每一节随堂测验的

答案解析并传至课程资料，以供每位学生随时查阅。西藏班的部分学

生在牧区手机信号不稳定，对于该类同学多加关心鼓励，必要时布置

相对简单的学习任务使其更容易入门。

在讲授《二级建造师备考攻略》选修课时，首先调查同学们考二

级建造师的意向，给出合理的备考建议。授课时结合当下热点如火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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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医院讲授装配式钢结构及其优缺点，并秉承着课程思政的思想发布

关于火神山医院“中国速度“的讨论得到大量同学回复，激发了同学

们的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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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周雨薇老师丰富的课堂活动截图

案例四：机电工程系宋艳慧老师的《汽车性能检测与故障诊断》

课程中采用 QQ直播（屏幕分享）+学习通+QQ 群答疑的方式，课前将

内容发布到课程平台，包括视频、PPT、资源库的网址等。提醒学生

预习，并强调重难点，学生自主学习，可通过完成章节知识测试检测

知识掌握情况。

课前十五分钟提醒学生上课，开启直播。课中主要讲解课程重难

点，解决学生困惑，再次完成知识测试，检查学习效果。学生将疑难

问题放在 QQ群里，开展生生互动，教师总结答疑。课中多次不定时

截图学生出勤信息，督促学生在线学习。直播全过程录屏，供学生回

看。结合汽车专业的教学特点以及当前疫情期间的车辆长时间不发动

产生故障的实际情况，必要时采用现场录制视频的方式教学，给学生

展现新鲜实用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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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利用学习通和 QQ群作业功能发布作业，为适应不同学生学

习条件，可选择自己方便的方式提交作业。及时批改作业，并将典型

的作业案例转至讨论区讨论学习。课后利用课余时间关注学生的日常

生活，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加强与学生的沟通。

图 12：课程直播录屏截屏

图 13：学生手写作业及知识测试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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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生生互动、教师答疑等讨论环节截图

案例五：商贸管理系董菊红老师的《会计实务》课程是二年级下

学期的一门综合实务性课程，教学目的是让学生能独立完成一般纳税

人一个月的整套账务流程。董老师确定了“学生操作为主，教师加强

辅导和督促”的教学思路，并在线上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加以完善。

学生操作为主。选择网上优秀账套资源---九九网智职教云平台，

找到最新的账套资源（并与学生技能竞赛相关），供学生练习。

图 15：九九网智职教云平台学习截屏

教师进行多方位的辅导。针对各项业务录制视频讲解，学生遇到

问题可以随时点开学习，并辅之以相应的文字提示。利用 QQ群课堂

对同类问题进行讲解和扩展。对个性问题进行私聊讲解。

图 16：董老师进行多方位的辅导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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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思政课部杨艳妮老师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总共 6个教学班，445 名学生。依托学习通

本课程自建网页，在教学时指导学生完成 3 项学习任务。第一，学生

在学习通完成每章节的授课视频，学习脉络，随堂检测，课后拓展，

网课期间教学文件五个模块的自主学习。教师通过学习通后台统计数

据督促学生学习。第二，要求学生在中国大学慕课上选修《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第三，要求学生在微信读书

里面阅读《邓小平时代》，并做读书笔记。

图 17：杨艳妮老师网上教学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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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课程过程性考核设计

为了保证学习效果，在课堂管理方面创建了“每周讲课稿”和“每

周课后反思”两个课堂管理文件，课后反思通报学生的考勤和学习通

积分，同时答疑，讲课稿把课堂学习细分成时间段，明确学生在线上

课堂先做什么再做什么，让学生知晓自己的学习任务。

上课的时候，让各班学习委员做助教，学生有问题学习委员可以

及时在班级 QQ群回答，老师在各班级 QQ群随时查看，补充答疑。

线上教学除了要有丰富的教学资源推送给学生外，还要注重加强

班级管理，及时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并通报给学生，使学生重视线上教

学，跟着老师的节奏进行学习。

案例七：基础课部李文琦老师通过网课的形式，线上教学《应用

写作》和《职业素养与礼仪》两门课程，学生应到人数 513 人，综合

出勤率 90%以上。为保证课程质量，采取了积极备课，认真准备 PPT，

熟悉网络上课的流程和技巧，录制课程相关音频。提前布置当天学习

任务和作业，QQ 群集中答疑、点评优秀学生作业的形式，课后点面

结合进行随堂小结，巩固学生学习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