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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在线教学工作周报
（第九周）

教务处 2020 年 4月 21日

一、在线教学总体情况

（一）超星课程平台在线教学情况

学院第九周（4 月 13 日至 4月 17 日）在线教学情况总体运行稳

定，师生线上互动频次增加。本周超星课程平台教师日均在线 150 人，

学生日均在线 5921 人，课程平台资源上上传共 14059 个，学生完成

学习任务点 51796 次，学生提交作业 12497 次，教师完成批改 5387

次，师生发帖 149 次，回帖 83938 次，APP 内互动 56611 次。

图 1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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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3 日 一 158 5993

4 月 14 日 二 161 6080

4 月 15 日 三 156 5842

4 月 16 日 四 150 5800

4 月 17 日 五 127 5890

日均 150 5921

合计 752 29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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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3 日 一 2858 11747

4 月 14 日 二 2726 13272

4 月 15 日 三 4400 6908

4 月 16 日 四 1968 8299

4 月 17 日 五 2107 11570

日均 2812 10359

合计 14059 5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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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完成作业

（人次）

教师批阅作业

（人次）

4月 13 日 一 53 2061 1311

4 月 14 日 二 116 3131 935

4 月 15 日 三 66 2269 1055

4 月 16 日 四 139 2177 998

4 月 17 日 五 91 2859 1088

日均 93 2499 1077

合计 465 12497 5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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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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3 日 一 24 14208 12248

4 月 14 日 二 34 25162 15690

4 月 15 日 三 25 15301 7742

4 月 16 日 四 34 17276 8764

4 月 17 日 五 32 11991 12167

日均 30 16788 11322

合计 149 83938 5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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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周职教云平台中登录教师、登录学生、课堂教学、课堂活动

数较上周略有上升，课件学习较上周有下降，批改作业数、批改考试

和学生做题有明显上升，平均到课率提升至 8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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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周共有 23名督导员共督导检查在线课程 96门次。在所检查

的课程中，98.87%的课程按时上课，59.56%的课程进行了集体备课，

9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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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9%的课堂开展了在线互动、答疑等活动。

网上教学进入第九周，在线督导检查反馈教学好的方面有：

1.教学较典型的老师有：陈中利老师多平台辅助教学（钉钉+学

习通），直播过程中，作业分析很细致，问题查找很明确。姚一品老

师采用网上直播教学方式，课程内容涉及建筑、音乐、体育、美食等

方方面面比较丰富，加之有亲身体验，增强了教学效果。徐卫卓老师

的直播和答疑交叉进行效果好,四节连上很认真、负责。刘能胜课程

采取直播和录课两种方式，录课视频满足没法进直播学生的学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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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胡怡老师学习平台录课视频和学习通班级群聊答疑讨论运用效果

好,教学资料齐全。李琪老师通过录制视频讲解授课重难点，让学生

观看录制的视频，写学习笔记，然后让学生上传学习笔记，学生做的

笔记较认真仔细。

2.部分课程进入最后一次课，有的教师在学习通中提出复习要

求，布置课程结业论文，学生当堂完成论文，提交学习通，教师线上

给成绩；有的课程教师组织分组汇报成果，相互评论互评。

3.部分课程教学组织亮点多。有的课程以问题讨论方式进行，同

学们积极参与讨论，课堂氛围很好；有的课程在线讲授，教学内容仔

细，教学直观；有的课程内容讲授完整熟练，教师语言较为丰富，能

与学生进行频繁互动。有的学习通平遥课程 PPT 较完备，讲解过程较

详细，通过学习通辅助作业和考勤，班级群聊里答疑。

4.部分课程采用 QQ在线通话、QQ群直播等方式答疑、授课，教

学方式方法有所创新，现场学生积极,气氛活跃。

5.部分课程在讨论互动环节设计合理，课堂气氛较为活跃，考勤

及课程分数记录详实。

存在的问题有：

1.进入第二轮在线听课督导，少数课程仍然没有直播教学，只让

学生在学习通上看课件、自学。仅靠学生自学，没有强有力的质量监

控，难以达到教学目的。

2.个别课程平台上有发布讨论主题，但没有看到现场互动评论，

借用别的学校的视频学生观看，自己教师缺位。

3.仍存在部分课程学生在线率不高。

4.少数实践性较强课程操作过程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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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存在同一门课程有不同授课计划和内容的问题.

6.仍存在部分课程互动和讨论不足的问题。

7.极少数课程在学习通上只传了两节课的内容，内容搭建缺乏，

授课 PPT 不够丰富，大多是文字表述，看起来较枯燥。

三、教学建议

1.建议加强直播授课中的教学环节设计，进一步提高直播教学的

实效性，直播课程设置可回看。

2.建议重视并继续加强与学生授课过程中的师生互动和及时反

馈。

3.建议极少数课程完善相关教学文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合

理选用教学资源库资料，因材施教。

4.建议部分课程在学习通中增加课程相关学习资料作为直播教

学的有效补充。

5.建议继续加强课堂考勤。

6.建议教学团队课程做好集体备课，教学内容与进度保持一致，

提前布置好课程任务点。

四、系部教学典型案例

案例一：水利工程系毛羽飞的《环境科学概论》网上课程针对

2019 级水环境监测与治理专业学生，采用学习通平台+腾讯课堂直播

的模式进行。授课经验介绍如下：

1.利用不同课程平台的优势，做好课程教学

课程的主体框架和学习资料在学习通平台上。课程各个章节知识

点、ppt、电子版教材及其他学习资料均上传至学习通平台，学生可

以自主查阅。此外，课后作业也在学习通上布置，学生在平台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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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学生各门课程上课基本都在学习通上，对其比较熟悉，使用起

来没有障碍。课程的讲授在腾讯课堂上完成。由于在学期初期学习通

及超星直播平台在使用人数较多时出现过无法登录，直播卡顿等问

题，因此为了保证直播上课的效果，采用了更加稳定的腾讯课堂平台。

每次上课前，提前在学习通上发起签到，并将腾讯课堂的直播链接在

学习通上以通知形式发给每位学生，方便学生进入课堂。腾讯课堂可

以流畅地进行直播，学生在电脑、手机等任何可以上网的设备上均可

以观看直播，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件。同时在上课直播过程中可以对学

生发起提问，在视频画面中板书与学生进行互动，上课结束后可自动

生成视频回放，记录学生考勤和每位学生观看上课视频的时间。

图 5 学习通平台上课程章节 图 6 授课直播截图

2.提供扩展学习资料，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专业，自主学习

环境学科是典型的交叉学科。《环境科学概论》作为一门概论性

的课程，涉及的知识十分广泛。本课程作为水环境监测与治理专业的

专业基础课，其目的也是让学生通过学习，对环境问题、环境基本理

论，典型污染物特点、治理方法有初步的认识，对本专业的课程体系

和今后的学习有大致的了解。因此在上课过程中，在章节学习结束后，

会推荐给学生一些相关的扩展学习资料，这些资料有的能够帮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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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对一些知识点的理解，有的是今后专业学习中会涉及的内容。通

过这种方式，让学生在学习本课程的同时也能够对自己的专业学什

么，今后能够干什么有一个了解，可以算是做了一次深入的专业介绍。

图 7 章节扩展学习资料

3.引入实际案例，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对于刚开始进行专业学习的学生，许多知识是他们在过去的中学

学习阶段和日常生活中没有接触过的。同时，环境学科又是实践性很

强的学科，单纯的口授讲解无法让学生深刻地理解。通过引入实际案

例，向学生展示各种知识、方法是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的，为什么

要这么做？如何做？以此让学生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此外，课程

的部分章节配套有专业纪录片，通过纪录片的观看，让学生对抽象的

环境知识产生具象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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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授课案例 图 9 章节配套纪录片

案例二：电子电力工程系王菲老师的在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课

程为《安全用电》和《自动检测技术及应用》，迄今为止，网课已经

进行了九周。

考虑到《安全用电》这门课程是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国家级教

学资源库建设子项目课程，为配合资源库建设要求，所以主要使用智

慧职教云课堂平台，利用资源库资源和教师本人的教学资源进行课

前、课中和课后三个环节的教学设计，同时学习通上也有教学资料（包

括计划、教案、大纲标准、ppt 等）以备不时之需，另外学习通上有

前期已初步建成的作业库等资源可以满足课后作业的布置和发放。

云课堂和学习通两个平台各有优劣，比较适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可以进行一定的教学设计，设计好的教学内容和活动也可以不受

时间限制，反复查看，延后完成以应对特殊情况。课前的预习任务由

教师设计好后，学生利用课前时间完成，时间一般控制在五分钟以内，

课后的总结评价由学生课后时间完成。课堂上主要是课中内容，因云

课堂没有直播功能，而学生比较适应 QQ交流，因此建立了 QQ群，进

行直播和实时在线交流答疑。根据每次课课堂内容的具体情况采取了

QQ 直播 ppt 讲解或者录播 ppt 讲解等形式，先以教师为主，讲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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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课内容，讲解完毕后，学生进入云课堂课中环节，以学生为主，依

次学习课中任务列表中相关的视频、动画、图片和文档等，期间教师

适时安排签到、投票、问卷、提问等参与和互动的活动，老师可以立

即看到学生的答题情况并赋分，平台有自动统计学生学习情况的功

能，教师端可以看到统计情况并进行评价和提醒。根据每次课的课堂

内容情况也会下发课堂作业，要求学生尽量在课堂时间内完成并提

交，考察学生本次课内容的掌握情况。课后作业主要通过学习通，选

择在某几次课或某章内容结束后下发，一般设置一周时间内完成。目

前《自动检测技术及应用》课程采取上述教学形式。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抓好过程管理：

做好开课前的准备：在电脑、平板或手机上注册智慧职教云课堂

app（前期本系所有同学都已经注册并使用），登录后，通过班级邀

请码加入班级；在电脑、平板或手机上注册超星学习通 app（前期本

系所有同学都已经注册并使用），由教师把班级学生加入到课程中；

建立班级 QQ群，所有学生加入。

重视课前活动：根据每次课的课堂内容具体安排课前课件，一般

是短小的视频、动画、图片等，有时也结合课件内容设置投票、问卷

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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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课前活动截图

认真做好课中教学：根据每次课课堂内容的具体情况采取了 QQ

直播 ppt 讲解或者录播 ppt 讲解等形式，先以教师为主，讲授本次课

内容，讲解完毕后，学生进入云课堂课中环节，以学生为主，依次学

习课中任务列表中相关的视频、动画、图片和文档等，期间教师适时

安排签到、投票、问卷、提问等参与和互动的活动，老师可以立即看

到学生的答题情况并赋分，平台有自动统计学生学习情况的功能，教

师端可以看到统计情况并进行评价和提醒。根据每次课的课堂内容情

况也会下发课堂作业，要求学生尽量在课堂时间内完成并提交，考察

学生本次课内容的掌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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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课中教学环节及签到互动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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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课程 QQ 群师生交流截图

合理安排课后作业：课后一般是对本次课学习情况进行总结和评

价，完成学习通的课后作业等，《自动检测技术及应用》课程因为有

实验环节，在线上教学中会把虚拟仿真实验放在课后让学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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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课后总结及课后安排截图

图 14 学生总结及教师评分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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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学生作业批改截图

3.质量监控主要措施

智慧职教云课堂对师生所有的课堂教学活动（包括课前、课中和

课后）都有记录，学生完成各活动的进展情况以及没有完成的项目在

平台中都有统计，教师通过提问、讨论、问卷、投票、课堂作业等方

式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对学生的活动给予评分，并在 QQ群进行总

结和通报；一个阶段内容结束后会在学习通下发测试题，通过高级设

置（例如题目乱序、选项乱序、允许重做三次取最高成绩、不及格自

动打回重做等）最大程度保证学生测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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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QQ 群进行每次课总结和通报截图

4.出现的主要问题及解决的办法

刚开始线上教学时，由于学生同时点击，平台服务器拥堵，出现

登不了录，无法进行教学活动的问题，学生情绪焦躁，教师首先进行

安抚，然后所有的平台教学活动都延长时间，鼓励学生在合适的时间

分散逐项进行学习和完成，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另外用到的平台比较多，好的方面是充分利用各个平台的优势，

取长补短，互为备用，也增添了教学的多样化，对学生而言，不同的

学习平台转换也比较新奇，不好的方面是有可能增添学生的负担，另

外会让学生觉得很乱很麻烦，不过目前收到的反馈还比较积极，也得

益于前期这几个平台学生也都下载、注册、应用过了。

随着课程的进行，学生也反映每天还有许多其他课程的学习任

务，感觉有些学习任务完成的情况就不尽如人意，虽然平台对学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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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都有统计记录，教师也会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监督，也希望学生能

尽量在课堂时间完成，虽然有些同学学习态度还是不够积极，但也有

同学展现出非常好的学习状态，让教师刮目相看。

案例三：建筑工程系朱菁老师担任的《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

课程为 18工管班的专业核心课程，课程教学利用学习通、腾讯课堂

直播、QQ 群、智慧职教多方平台进行教学、互动和资源整合交替进

行。为了让学生更高效的执行，更有效的学习，让每一次的通知、口

令尽量的清晰明了，将每一次的课件做的短小而具体。这样简单而用

心的教学设计使得朱老师的课程得到高效的推进，每节课程的完成率

都在 90%以上。

图 17 课程完成进度情况

在开课前，为了保证线上教学的效果，充分发挥线上教学的优势，

该教师深入的向经验丰富的老师交流和学习；为了减少线上教学的弊

端，朱老师多次进行学生的问卷调查，让学生体会到老师的教学方式

和手段是在尊重大家意见的基础上合理的建立的，让学生从“不排斥”

到“爱上”网课慢慢过渡。

课前：在前一天学习通上传本次课程的学习内容及目标（并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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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难点）、学习课件、学习相关规范等资料、章节作业等内容；为了

尽量让每个学生能够接收到课程安排的消息，朱老师会提前一天在学

习通里发布通知，并且在当天上课前再一次在 QQ群里再发一次通知。

课中：根据章节的特点，进行学情分析，采用录播或者腾讯课堂

直播的方式进行授课，主要讲授重难点的内容，时间一般控制在 45

分钟左右，不超过 60分钟，保证学习效果的同时让学生有更多的自

我消化和思考的时间。结合学习通以及直播平台，设置定时及不定时

的签到、抢答和随机提问的环节，激发学生的兴趣，增强学生的注意

力。

课后：在学习通群或者 QQ 群答疑交流讨论，同时课后给予学生

一定的鼓励，对于“掉队”的学生给予一定的引导和教育。

图 18 课前学习通提前一天通知 图 19 课前当天 QQ 再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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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课前学习通任务的发布 图 21 重难点录播

图 22 重难点腾讯课堂直播 图 23直播课堂的考勤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