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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师范学院在线教学质量报告

（第十五周）

在线教学第十五周，学校以此次大规模在线教学为契

机，重视教学研讨、关注重点教学环节，加大学校、教学单

位和基层教学组织三级监控力度，梳理分析存在的问题与不

足，为下一阶段教学工作推进积累经验，并以此为契机，全

面推进教学模式改革，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育人效果。

一、教学运行

学校本周在线教学开设校内课程共计 993 门，其中公共

课程 18 门、通识课程 47 门、专业课程 928 门。

开设课程 2928 门次，其中公共课程 631 门次、通识课

程 116 门次、专业课程 2181 门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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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962 名教师采取了多种授课方式开展教学，在线学

生学习达 170576 人次，其中使用直播互动方式 84764 人次，

视频点播方式 3513 人次，混合式 81407 人次，其它方式 892

人次。另外，在教师安排下，自主学习学生达 733 人次。

授课教师充分利用多种网络教学平台和教学资源开展

网络教学，其中使用校内网络教学平台 660 门、超星尔雅及

学银在线 69 门、中国大学 MOOC 平台 36 门、智慧树 8 门、

蓝墨云班课 8 门、雨课堂 2 门，同时借助 QQ、微信、QQ 直

播、腾讯会议、钉钉、超星学习通等工具组织教学活动、开

展线上教学，授课方式灵活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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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教师授课共计 8159 课时，其中使用官方资源 733

课时、社会资源 872 课时、学校资源 4257 课时、其它资源

2297 课时，基本完成本学期原定的教学进度安排。

二、质量保障

（一）常态监控，完善质量保障体系

学校进一步充分发挥校、院、系的作用、夯实各学院的

主体责任、明确各级各类分工，全方位开展督教、督学。教

学监控队伍深入一线，协同教学单位常态监控、实时研判、

护航质量。在线教学以来，教学督导们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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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感，克服困难，高质量、高标准、超额完成在线教学督导

工作任务。本周教学督导团集体听课与随机听课相结合，跨

学院、跨学科交叉听评课，即时反馈、优化教学，从反馈来

看，绝大多数教师准备充分、教学资料完善、教学内容充实、

教学重点突出、教学难点突破。

（二）渠道畅通，构建信息反馈闭环

在线教学以来，学生教学信息员团队履行职责、时时在

线，以目标为导向、重点关注学生的学习实效，充分发挥学

生教学信息员与学校、教师的重要桥梁作用，加强信息反馈

的常规性、时效性、准确性、持续性。



5

（三）教学研讨，助力教学质量提升

5 月 27 日，学校召开在线教学督导工作推进会，在研讨

发言环节，教学督导团成员相继发言，分别从在线教学理念、

师生互动质量、过程性评价考核、教学督导方式方法、教学

改革创新、线上线下教学衔接等方面，介绍了在线教学的管

理举措和教学经验，并对下阶段教学督导团工作重点及方向

进行了深度探讨。教学评价与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孟现志对疫

情期间教学督导工作提出要求：一是履职尽责，继续做好在

线教学督导工作；二是创新方法，关注教学重点环节；三是

团结协作，服务教学质量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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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化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以此次大规模在线教学为契机，学校不断深化课程教学

范式改革，创新活动形式、培养教学骨干、共享改革成果，

通过公开课活动，优化课程设计、规范教学行为、融入信息

元素、群策群力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促进现代教育理念与教

学实践深度融合。

（五）灵活答辩，规范毕业论文环节

5 月 22 日-25 日，2020 届毕业生论文（设计）以线上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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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评审组评定等形式按灵活开展，答辩环节不减、质量不

降，切实保障毕业生顺利毕业。各学院安排得当、过程合理、

节奏紧凑，通过在线共享、演示学位论文 PPT 和全程视频的

方式，突破空间限制束缚，通过 ppt 共享方式向与会专家和

同学们汇报自己所做的工作，并逐一回答答辩委员提出的问

题，学术气氛浓厚，彰显了毕业生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扎实的

知识储备，实现师生“零距离”指导和交流，答辩效率和效

果令人满意。

三、典型案例

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下，学校教师根据专业和课程特点，

努力探索、勇于创新、积极行动，以坚定的抗疫信心和饱满

的工作热情，科学、有序地开展在线教学工作，让知识在云

端有效传递，使教学任务按照目标如期完成。同时，许多教

师忠诚履职，教书育人，突破在线教学短板，发挥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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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案例：人文学院教师张松林在线教学经验分享

张松林，人文学院讲师，本学期主讲《外国文学史》课

程，该课程是河南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商丘师范学院教学

范式改革课程，属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秘书学专业、语文教

育专业的基础课程。

在疫情防控期间，张松林注重课程内容和形式有机联

系，加强线上学习内容比重、提升在线交流质量，增加了学

业挑战度，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教学设计理念

《外国文学史》在线教学秉持“学生中心”理念。理念

层面上，把学习者当做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体，是对线下课堂

教学理念的继承和延伸，也是根据文学学科特点制定出的人

文性强的教学理念；操作层面上，在精准把握本科生学情基

础上，选取操作性强、参与兴趣高的教学平台，超星泛雅平

台可对学生学习情况和课后反刍进行统计，及时督促学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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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学业；QQ直播平台参与性强，学生容易参加学习，能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科层面上，课堂坚持正确的政治育人

理念，以高尚的情操鼓舞人、高雅的志趣引导人、高远的志

向塑造人。

课程讲授采用超星泛雅平台、QQ直播线上教学，利用超

星泛雅平台建设课程平台，发布授课讲义、PPT、讨论主题、

作业。教学设计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进传统教学

模式，凸显现代信息教育的先进性，适应分散学习而采用的

网络教学方式，拓展学习的有效空间、学习方式的多样化、

抽象知识的生动化、学生学习的主动化。

（二）课程教学思路和方法

1.从全程教授到网络自学。学生可以登录《外国文学史》

网站，做好每次课的课前准备。课题组根据实际情况，开展

多样化的“在线教学”路径探索。

2.网络自学+视频面授，实现网络教学。“网路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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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阶段：“内容设计一开发课程”、“自主学习一问题

反馈”、“展示交流一拓展深化”。前两个阶段在课外线上

自主完成，第三个阶段在视频面授完成。

根据《外国文学史》中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课题组综

合采用线上自主学习、线下互动教学、翻转课堂教学等教学

方法。一是线上自学。课前老师布置任务，学生完成并提交

问题，老师在课堂上有针对性的答疑。把学习的舞台还给学

生,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使学生轻松掌握外国文学史课

程的性质和特点。二是互动教学。通过问题探究、专题讨论

和案例分析,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剖析思考,然后抓

住重点作深入分析、点评。三是翻转课堂。通过经验融入和

探讨运用培养学生的高阶能力，将知识运用置于师生面对面

的课堂环境中，从而使课堂时间价值最大化。

（三）教学效果

《外国文学史》课程获得领导师生一直好评，师生满意

度高。课前通过超星泛雅平台发布教学内容和拟讨论主题任

务，要求学生自学讲义并带着相应的任务去思考问题；互动

讲课过程中要求学生对问题进行讨论，在检查学生自学效果

的同时进行思政教育；课后通过泛雅平台上的作业库发布作

业，可实时查阅学生学习和作业完成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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