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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在线教学工作周报
（第六周）

教务处 2020 年 3月 31日

一、在线教学总体情况

（一）超星课程平台在线教学情况

学院第六周（3 月 23 日至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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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人，学生日均在线 6011 人，课

程平台资源上上传共 10649 个，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点 53295 次，学生

提交作业 17475 次，教师完成批改 8660 次，APP 内互动 74045 次，

师生发帖 339 次，回帖 92976 次，其中回帖数较比上周增长约 15倍。

图 1 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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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一 162 6079

3 月 24 日 二 167 6136

3 月 25 日 三 167 5978

3 月 26 日 四 162 5880

3 月 27 日 五 144 5981

日均 160 6011

合计 802 3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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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一 2719 11478

3 月 24 日 二 1946 13506

3 月 25 日 三 2021 7703

3 月 26 日 四 1649 8810

3 月 27 日 五 2314 11798

日均 2130 10659

合计 10649 5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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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一 117 2905 2639

3 月 24 日 二 108 2715 2014

3 月 25 日 三 108 4310 1374

3 月 26 日 四 107 2981 1581

3 月 27 日 五 118 4564 1052

日均 112 3495 1732

合计 558 17475 8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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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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一 51 16224 12869

3 月 24 日 二 76 24593 29306

3 月 25 日 三 89 17223 8926

3 月 26 日 四 58 17542 10033

3 月 27 日 五 65 17394 12911

日均 68 18595 14809

合计 339 92976 7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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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周职教云平台中登录教师、学生、课堂教学略有下

降，课件学习、批改作业和学生做题较上周有较大提升。学

生在线到课率、课堂互动情况基本持平。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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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线教学督导工作

第六周共有 20 名督导员在线督导检查课程 91 门次。在

所检查的课程中，97.80%的课程按时上课，60.75%的课程进

行了集体备课，8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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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91%的课堂开

展了在线互动、答疑等活动。

整体来看，网上教学进入第六周，教师们教学手段和方

式越来越娴熟，值得推广的方面有：

1.普遍反映直播教学效果好，师生互动多，课堂氛围活

跃，学生参与积极性较高，课堂组织管理高效。

2.少部分老师未采取直播教学，但对教学环节进行了合



6

理设计，上传了丰富的教学资源，教学视频中举一反三，注

重作业答疑和章节测试，效果明显。

3.部分由教学团队集体授课的课程，团队间分工协作良

好，内容衔接恰当。

但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直播教学效果与班级人数关系存在一定的关系。班级

人数少的直播较好，但是班级人数多或合班上课的班级直播

效果相对差一些。

2.部分课程的直播平台因网络、学生多等原因导致画面

较卡，极个别教师在规定时间内未按时进行线上教学。

3.部分课程教师理论授课环节比重过高，占一次课大多

数时间，而授课中缺乏互动交流，或交流互动流于形式。

4.极少数老师课程平台上教学资料少甚至没有，少数课

程教学视频欠缺。

5.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教师实例讲解稍显不足，理论性

较强的课程，教师在知识解析和延展上不够充分。

三、教学建议

1.对于现在普遍反映较好的直播上课，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适当改大班教学为小班教学，或大班集中讲授，分小班

进行互动，进一步提高网络教学的质量。

2.对于直播中出现的部分卡顿问题，建议教师做好直播

前的网络调试、功能演练，确保直播网络畅通和环节间的顺

利切换。

3.超星教学平台是课前预习、课后测评拓展等教学活动

必要的补充，建议教师及时上传并完善平台教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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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师要积极发挥能动性弥补网络教学较面授教学中

的不足，如在课程讲授中的知识延展和实例作证上做好备

课、课程预讲等。

四、系部教学典型案例

案例一：水利工程系刘能胜老师的《水利工程施工组织

与管理》网上课程，面对 500 人以上合班授课，尝试应用了

腾讯课堂和学习通结合的在线教学形式，结合调查问卷获取

学生最认可的课前学习通学习基础知识，课中直击重难点、

边教边练，课后作业巩固的教学策略。

课前利用学习通发布周学习任务和要求，要求学生在学

习通通过教学视频学习本周知识点，并通过测验完成相应练

习，教师针对课程计算、绘图多的特点，自制手写手绘教学

视频，对直播教学在 ppt 和学习通中重点进行互动设计，发

布 pdf 教材、规范、案例等教学资源。

课中对学生自学内容进行测验，并有选择地点评，对重

点内容借助腾讯课堂仔细直播讲解，运用案例、手绘手写视

频、技巧总结等化难为易，设置在线互动、在线测验、在线

问答、在线讨论、学习答题展示，不定时签到等互动环节。

课后发布课程回放、满足学生学习条件和个性化学习差

异的学习需求，通过学习通群聊发布签到情况及线上成绩统

计，及时督促未完成作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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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丰富的《水利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课程资源

图 6 学生学习情况发布

图 7 直播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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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电子电力工程系梁吟曦老师《电气控制与 PLC

技术》开设网络课程期间，学生无法在实验室进行实践，所

以课程教学团队重新梳理的课程脉络，修改了大纲和计划，

将计划 64 学时的理论+实践课程，拟定成网课 54 学时全理

论，实践部分待开学后进行实操教学。

根据培养方案，强化职业素养。为更好的让学生体会项

目式教学，授课时也采用项目化管理，有分班分组讨论，也

有团队加分的权重，鼓励学生互相学习和帮助。布置作业时

会加入绘制图形的规范性加分项，标注元器件的加分项。在

具体的题目中还会出一些关于规范性操作的专业题。

根据特殊时期，有计划开展网络直播。每次课前都会发

布一份《课前预习的任务书》，课中教学时不断鼓励和促进

学生积极参与和信息反馈，比如：点评预习优秀的同学，在

课中公布统计作业达到 100 分的学生名单，在课上提出特别

表扬；课后作业采用主观题和客观题相结合，还有的学生想

出了新方法，利用原来学过的软件绘图完成作业，一方面完

成了作业，另一方面还温习了 CAD 软件绘图，授课形式得到

学生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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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电气控制与 PLC 技术》课程全过程教学亮点展示

针对网络直播异常制定预案。针对目前学习通直播客能

遇到卡顿的情况，每次课都提前进入直播间，比如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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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我会 13:30 就自己先进入直播间，然后开始催促个班

同学提前做好准备，到了 13:55 就提前开播，鼓励的方式是

在提前一刻钟播放两首歌，由最先进入的同学点播，这样大

家进入直播间的速度确实得到了提升。在学习通直播网络卡

顿的时候，张老师会转到 qq 群，进行一个知识点的投票。

一方面避免卡顿对教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随时检验一下

学生的学习情况。在备课时，会提前设置好一些针对教学重

难点的小题目，供学生参考，加强学生学习的针对性。

案例三：建筑工程系沈小芹老师以求真务实的态度，诚

意满满的互动争取上好每节课。沈老师本学期承担了 19 造

价 1-2班、19工管班的《建筑识图与构造（2）》课程，以及

18造价 5班的《建筑预算软件应用》课程。为力争在疫情期

间能够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该教师克服诸多困难，在学院

学习服务平台上从零起点开始逐渐丰富了课程资源。

首先，提前对学生的网络质量和学习工具进行问卷调

查，充分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针对性的进行了教学设计，

并不断完善教学课件、教学视频、章节测验、讨论话题等课

程资源的准备，在网络教学开始前，反复的进行电脑端和手

机端的课程测试。其次，课程在线时间，通过与学生朋友式

的沟通方式，拉近彼此距离，充分活跃教学氛围，提高学生

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最后，教学结束后，及时反馈学生的作

业情况并积极回复学生的讨论话题，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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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视频进行集中解答，让学生感受到老师如影随形的关注，

并且积极听取每位学生对本次课程的建议和想法，不断调整

教学设计。

图 9 授课视频及问题解答录制视频截图

案例四：机电工程系张帅老师在线教学选择腾讯课堂作

为主要直播授课工具，并结合“学习通”、QQ 群等其他网络

工具辅助教学活动开展。

通过 QQ 群通知学生及时观看学习通上的课前预习视频

并完成检测预习效果的小测验，并利用学习通预警功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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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和督促未完成学习任务和作业的同学。

课中首先利用学习通的签到和 QQ群提醒同学准时上课。

利用学习通讨论区功能，引导学生采用头脑风暴的方式，集

中讨论前一节课作业呈现的问题和程序中出现的 bug，并将

优秀的讨论发言给予积分鼓励。在直播过程中，张老师采用

随机提问的方法，提醒学生认真听讲；并在授课过程故意设

置陷阱，引导和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去解决这些陷阱问题，提

高学生的在线课堂参与度，使学生获得更多的成就感。课堂

教学结束前，利用 QQ 群和学习通鼓励学生相互提问，引导

学生先自行总结，这样有助于了解学生对本次课内容的掌握

情况，最后张帅老师再进行查漏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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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授课中多种互动形式截图

结束后，利用学习通布置作业并及时批改，将作业情况

及时反馈给每个学生。每周将学生在线学习情况进行综合分

析，并将分析结果分享到 QQ 群，让学生及时了解自己的成

绩，并知道自己在班级和整个专业的排名。激励学习积极的

学生更加努力的学习，同时通过预警功能提醒平均分以下的

同学要引起重视。及时将直播课程内容回放链接发到 QQ 群，

提醒没有参加直播课堂学习的学生及时观看，同时利用 QQ

群解答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

案例五：商贸管理系程慧芳老师采取提前在学习通发布

学习资料+腾讯会议直播+QQ 群课后交流的方式进行授课，受

到学生们的喜爱和教学督导的好评。每一次作业做到全员批

改，并及时进行作业情况反馈和作业讲解。在直播过程中特

别注重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针对课堂内容设置提

问和讨论环节，讨论通过聊天对话框进行，回答问题采取学

生连麦方式语音作答。因设置了全体静音和允许个人解除静

音，课堂秩序非常好，学生很支持。提问环节还增加了抢答

部分，学生在抢答环节表现得热情高涨，学习兴趣大大提高。

在进行知识的讲解，尤其是举例时，能够结合当下疫情进行

分析，既浅显易懂，也能借此机会提醒学生除了保证认真的

学习态度以外，注意做好自身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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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直播授课与学情反馈截图

案例六：基础课部邵溢老师为确保《大学英语》课程网

络教学质量，课程充分运用学习通课程平台，全新建立了大

学英语课程，并充分利用翻转课堂的思路开展网络教学。

在教学周开始之前，提前将本周的全部学习内容上传到课程

平台，包括单词、短语、对话等录音稿全部上传并设置其为

“任务点”，对其重点难点的语法、词汇和句型予以批注解

释，让学生提前预习并学习。在正式上课的时间，利用平台

对学生的相关疑问进行答疑，并布置相应的课堂练习及测试

题目，让学生及时检测学习效果；鉴于英语课程的特殊性，

需要学生尽可能地开口并敢于说英语，本课程利用平台布置

对应的口语作业，让学生录音上传口语作业，如读对话等，

教师对其评分，检查学生学习效果。最后，需要公开课程的

考核体系及分数权重，将课程分数分为若干部分，如课程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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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章节测试、访问次数、签到等，并利用平台的教学预警

功能及时督促学生保持学习进度和学习效果。

图 12 《大学英语》直播授课与学情反馈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