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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上教学第一周前期准备

根据教育部、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通知精神，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教务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

等相关部门积极应对，主动谋划、精心组织、精准施策、精心制定线

上教学工作方案、线上教学质量监控方案等，将此次疫情“化危为

机”。教务处联系多家教学平台，确定教学运行方案，推动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协调各教学单位，确保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实

质等效，保障良好的线上教学秩序。

1.2月12日，教务处发布教务〔2020〕24号《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

间教学工作的通知（教师版）》

2.2月12日，教务处发布《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教学工作的通知

（学生版）》

3.2月16日，图书馆发布《关于疫情期间推荐在线学习资源的通

知》

3.2月23日，教务处发布《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在线教学工作指南》

4.2月24日，教务处转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公布第二批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支持高校在线教学的课程资源平台和技术平台名

单的通知》

5.2月24日，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发布《桂林航天工业学院线上

教学监控工作方案》

二、线上教学第一周情况综述

2月24日，学校坚决贯彻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号

召，根据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

部署，全校师生按照原定教学计划，以在线教学的形式，如期开课。

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开学第一周线上教学工作运行平稳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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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第一周全校师生纷纷走进“线上课堂”，据统计，约计有

156737人次学生参加线上学习，累计在线开课1791门次，656余名教师

经过前期积极筹备，依托中国大学MOOC、智慧树网络课程平台、学堂

在线等网络线上资源，使用喜鹊儿、超星学习通、雨课堂、钉钉、QQ

群直播、腾讯课堂等线上教学平台，通过直播课堂、录播、线上混合

式教学等多种线上教学模式开展教学活动，较好地完成了第一周的教

学工作。教师们精心设计在线课堂，创新线上教学方式，线上师生互

动较好，学生参与度高，教学效果总体良好。

三、线上教学第一周监控情况

目前，我校整体教学秩序良好，运行平稳。学校领导干部、校院

两级教学督导、学生教学信息员等齐心协力，齐抓共管，全方位参与

线上监控工作，定时反馈教师的授课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情况，确保教

学工作正常开展、线上线下教学同质等效，尽力减少疫情对学校正常

教学和学生学业的影响。我校以在线教学的全面实施为契机，加强课

程建设和质量监控工作，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

（一）教师教学情况

各教学单位高度重视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工作，均制定了本单

位线上教学工作实施方案和督导工作方案，为线上教学的有序开展提

供了有力保障，各教学单位在线教学情况如下表：

表1： 在线教学情况

教学单位 线上教学教师数量 在线教学课程门数

管理学院 81 75

航空旅游学院 47 60

机械工程学院 6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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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 72 52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29 49

能源与建筑环境学院 35 35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36 29

外语外贸学院 76 52

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 37 28

马克思主义学院 56 9

理学院 50 19

体育部 37 3

实践教学部 17 15

人文素质与创新创业学院 31 3

国际教育学院 9 15

与此同时，各教学单位还积极进行研讨探索，分析研判在线教学

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与任课老师确认线上授课方式，精细落实

每一门课程的教学安排；研究网上教学操作方法，保障线上课程教学

质量；尝试通过QQ直播、喜鹊儿、雨课堂等各种方式，探索适合不同

课程的远程教学模式，方便学生自主灵活学习。

1.课前

教师筛选合适的线上教学资源，通过利用雨课堂、钉钉、QQ群等

在线教学平台提前上传课件，在班群发布学习任务和教学计划，运用

不同的打卡方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在线教学，增强学习效果。

2.课中

根据数据统计利用频率较高的两个在线学习平台有中国大学MOOC

和智慧树平台，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教师采用在线直播或录播课程、

上传学习资料到线上教学平台等方式开展线上教学，大多数教师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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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某两种或三种在线教学平台和网络资源组合交替使用，发挥不

同平台的不同优势，确保了线上教学通畅、稳定。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与学生实时互动，在线答疑。教师通过在

线提问、测试、答疑等方式，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提高课程教学质

量。学生也能积极配合老师，较好地完成线上学习。

3.课后

教师们充分利用雨课堂、钉钉、QQ 群等方式上传课后作业，加强

学生线下学习巩固，及时掌握学习进度，同时针对学生提交上来的作

业进行点评并辅导。

（二）督导听课情况

校院两级教学督导，针对疫情期间教师线上上课的情况，进入班

级不同授课平台进行线上督查，查看教师的备课材料及备课情况，跟

随任课教师的节奏和学生一起观看课程视频，参加辅导答疑、讨论等

活动，全方位了解和评价在线课程的教和学。要求教师发挥自我监督

作用，及时掌握学生学习心态、学习效果，及时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保证在线教学质量不打折扣。

（三）信息员信息反馈情况

学生教学信息员根据课程资源状况和教师在线教学表现、在线教

学课堂及班级学生学习情况，及时反馈教学信息。截止到3月1日共收

到教学信息员反馈函84份，整体反馈体验良好，但也存在一定的问

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同时，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还面向四个年级

10个学院的本科生班级教学信息员进行了在线教学质量调研，共设计

了11道问题通过问卷星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363份，共回收331份

有效问卷，其中有效问卷324份，回收率91.18%，有效率为97.88%。问

卷主要针对在线组织工作、在线教学效果以及课程的在校教学设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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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等方面展开调查，部分调查情况如下：

图1 线上学习所使用的网络平台

图2 对任课老师线上教学是否满意

图3 上课过程中老师语速是否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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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教学内容是否有条理，有逻辑

图5 上课过程中的互动交流情况

图6 在线上课过程中是否会经常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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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课外资料的补充情况

在任课教师线上教学满意度评价上，学生均反馈体验良好，调查

中九成以上同学选择了满意（和一般满意）（如图2所示），但选择一

般满意占了5成。其中，学生对“教学内容是否有条理，有逻辑”认为

需要提高的仅有13.27%（如图4所示）。对于“上课过程中的师生互动

交流情况”，54.63%认为正常，但有4成学生认为交流过少或没有交流

（如图5所示）。对于“在线上课过程中是否会经常走神”，有24.07%

的学生表示会经常跑神，7成以上学生表示只有偶尔走神或者从不走神

（如图6所示）。其中，评价最高的是83.33%学生认为上课过程中老师

语速正常，其次是“课程学习资料的补充情况”，71.91%学生的认为

教师补充适当（如图7所示），这也说明了老师的在提供教学资源上，

得到了学生的充分认可。

四、线上教学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一）线上教学存在的问题

根据第一周教学单位、教学督导以及信息员的反馈情况来看，目

前反馈最大的困难是：“平台、网络的不稳定”，反馈较多的是“使

用学习平台较多，过于繁琐”、“监控学生在线学习效果较难”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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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平台、网络不稳定。目前市面上推荐的较稳定的各大在线教学

平台，因为使用人数过多，因此多数学生反馈，教师线上授课的直播

平台或教学平台出现登录困难甚至卡顿、“翻车”等现象。

2.使用平台较多，容易引起混乱。由于各教学平台资源的差异，

不同类别的课程不同平台的资源优势也不一样，因此几乎每门课程都

涉及不同的课程APP（或平台），部分学生受手机和电脑硬件的限制，

安装多APP可能出现网络接收不稳定或运行较慢等问题，有时需要同时

切换不同平台，学习效果受到一定影响。

3.线上教学不能面对面，难以掌控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效果。线上

教学互动不如线下教学，教师无法监督学生，看不到学生学习、参与

的真实情况。尤其是给学生观看慕课等视频资源时，只能通过提问等

方式进行，无法了解学生的实际学习效果，也无法及时调整讲课节

奏，会对教学效果有一定的影响

4.课程作业量大，难度较高。学生们经常会有软件卡顿的情况出

现，线上教学学生需要观看视频并做课堂笔记，参与课堂讨论、完成

课堂作业和课后作业，加上网络和切换软件的影响，加重了平时的学

习量，学生表示压力会较大。

5.部分慕课课程与课程教学大纲不一致。选用慕课资源所用的教

材与原教学计划选用的教材大多不相同，后续回到课堂教学后可能存

在教材衔接的问题。

6.教师和学生的信息化水平有待提升。由于是第一次使用线上教

学，师生都对熟悉和了解信息化工作有个过渡阶段，短期内教学效果

可能会有所影响。此外，在线教学非常考验教师的多方面能力，教师

教学准备任务和时间明显增大，压力也会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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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学生学习自律性有待加强。网络授课考验学生的自觉性，许多

同学第一周还处在适应阶段，部分学生的自觉性欠佳，自律性还有待

加强。

（二）线上教学的改进意见

经过一周的在线教学磨合，教师和学生们已经基本熟悉各大平台

的操作与应用，教师根据线上教学情况也正在积极调整和完善线上教

学方式。根据第一周在线教学情况和反馈意见，提出了以下几点改进

意见：

1.各二级教学单位，加强教师在线教学要求。积极促进教师进一

步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引导学生逐步适应学习方式的转变，着

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也应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反思与调

整，充分考虑学生在面临新的教学模式时对教学内容、作业量等方面

的接受程度，遵循学生学习规律，优化教学设计，提高学生学习投入

和学习热情，进而提高学生学习成效。

2.教师可根据课程和学生的学习情况，有计划地选择在线教育平

台，有针对性地指导“错峰”登录上网，采取灵活性的教学方式，以

达到更好地教学效果。

3.积极搜集及利用当前各在线课程平台培训资料，加强教师的在

线课程教学能力培训，帮助教师尽快适应新的教学模式。

4.持续进行在线教学的质量监控，在疫情期间，加大对线上教学

的指导和监督力度，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研究、反馈和整改，以保障线

上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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