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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师范学院在线教学质量报告

（第十七周）

在线教学第十七周，学校领导高度重视、统筹谋划、

督导到位，各单位协同推进、科学研判、反思改进，重

点关注认知实习、期末考试等教学环节，跟进毕业生返

校复学进程。本周教学组织科学、教学运行有序、教学

环节严密、教学质量稳定、质量监控改进、教学效果良

好。

一、教学运行

按照人才培养方案的计划要求，我校第十七周大部

分本科专业仍在开展为期两周的认知实习、专业实训等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期间部分公共课程停课，授课教师

人数和在线教学课程数量有所减少。

目前在线教学开设校内课程共计567门，其中公共课

程7门、通识课程24门、专业课程536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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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课程1342门次，其中公共课程31门次、通识课

程92门次、专业课程1219门次。

本周522名教师采取了多种授课方式开展教学，在线

学生学习达65591次，其中使用直播互动方式41391人次，

视频点播方式368人次，混合式23559人次，其它方式273

人次。另外，在教师安排下，自主学习学生达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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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门、超星尔

雅及学银在线23门、中国大学MOOC平台17门、智慧树4门、

蓝墨云班课1门、雨课堂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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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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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线上教学，授课方式灵活多样。

本周教师授课共计3971课时，其中使用官方资源244

课时、社会资源363课时、学校资源2278课时、其它资源

1086课时，基本完成本学期原定的教学进度安排。

二、质量保障

（一）服务学生，细化毕业方案

学校紧紧围绕“科学、精准、规范、有效”的原则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有关毕业生各项工作，召开第二

批学生返校复学工作会议，对第二批学生返校复学准备

工作、毕业生手续办理和离校工作、进一步加强毕业生

就业工作、做好学校期末考试工作做了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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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返校复学，强化责任担当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落实河南省教育厅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关于组织开展“返校复

学第一课”活动的通知》（豫教疫防办[2020]24号）等

文件精神，6月10日，我校采用现场直播和视频播放的形

式顺利开展了“返校复学第一课”，副校长陈向炜主持。

党委书记介晓磊以《大战大考大学——与人民共命

运 与时代同步伐 与祖国同成长》为题，结合国家疫情

防控“大战”，阐释了中国精神，分析了制度优势，坚

定了我们始终不渝跟党走的信心决心；结合学校疫情防

控举措，阐释了学校把关爱与担当放在心上，把育人和

质量举在头上，把责任和使命扛在肩上，发挥专业特长，

参与志愿服务，逆行一线抗“疫”的大学担当；并从敬

畏自然、敬畏生命，学会奉献、学会担当，严格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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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私德三个方面，对同学们提出了考核要求与发展期

望。

校长司林胜以《齐心协力共克时艰紧密配合推动发

展》为题，立足“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从学

校返校复学工作安排，毕业生求职、毕业工作安排等方

面，围绕学生关心的问题，与学生进行了亲切交流。

（三）多方合力，保障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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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学以来，学校加大在线教学课堂的日常监督

管理力度，校级教学督导团嵌入课堂全程跟踪服务，通

过实时观看、课后追踪、沟通调查等方式实现了“课课

有督导”，从在线督导情况看，教师的信息化水平明显

有提升。截止6月12日，校级教学督导团高质量、高标准，

累计听评课近800门次，推出《督导简讯》12期，在线教

学典型案例28例，超额完成在线教学督导工作任务。下

一阶段，学校将创新教学质量监控模式，探索线上线下

教学监控多元化、信息化融合，建立科学有效的教学评

价体系。

化学化工学院教学督导团由院长、教学副院长、系

主任及骨干教师组成，构建“一班一策”的督导工作模

式，提高督导工作实效，深入每一个教学班实时督导、

专策帮扶。重点针对青年教师在教学工作中暴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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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剖析、科学研判，切实加强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的积

极性、能动性，提高学院整体教学质量。本学期共听课

87个教学班次，其中理论课61个班次，实验课26个班次。

在线教学以来，教学信息中心 538 名校院两级学生教学

信息员克服时空限制，立足学生知识获取，重点关注学生学

习效果等，持续教与学信息的搜集与整理，构建信息反馈闭

环。截止 6 月 12 日，共推出《教与学信息简报》（14 期），

《eye 回声》8 期。



8

（四）线上实践，提高专业技能

信息技术学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集中实践

环节旨在使学生了解大数据技术，加深对专业的感性认

识；强化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掌握MapReduce编程模型、

HBase数据库、Hadoop数据分析等技术。所选大数据实习

项目是基于整个大数据技术学习的针对性训练，以提高

综合技术能力为目标，依托LSN线上教学平台（平台集成

了各专业核心课程及实训素材内容），并内置虚拟机，

学生可直接在平台上完成实训内容，实训方法采用“老

师操作讲授+学生平台练习操作+远程解决问题+实训结

果检查”的方式进行。

音乐学院抽调部分优秀教师担任认知实习指导，及

时召开线上会议，研究讨论实习方式方法，依据人才培

养方案安排把“民族民间音乐的欣赏与分析”作为实习

内容。主要从民歌，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和民族器乐四

个方面的学习，让学生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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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民间音乐，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从而理解民族音乐，

使学生的音乐活动变成发现民族音乐的美，感受民族音

乐的美。

艺术设计学院动画专业为了做好“同频上课”，合

理设计教学方案，做到了“一课一案”、“一班一案”，

借助超星学习通签到，QQ群授课及互动，确保学生网上

学习无遗漏、无障碍。一是精准施策，确保“一讲一案”。

组织了7场不同类别的专题直播讲座，“云上直播”品精

品，论心得、深思考，将知识与专业做到了有机统一。

二是构建平台，增强教学改革定力。通过“慕课＋课群”、

“直播＋课程群”、“课程群＋实时指导”等教学方式，

最大程度保障了网络教学的授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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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典型案例

案例：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李金凤战“役”期间思政课

教学新形态——线上混合式教学法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我们无法再按照惯性通过

课堂面对面讲授来完成教学，离开课堂在线教学，教师

该怎么教？学生该怎么学？如何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创新

教与学的方式？疫情倒逼我们作出改变，教师改变教，

学生改变学，师生一起努力携手共成长，形成了思政课

教学新形态——基于超星学习通线上混合式教学法，让

思政课线上教学效果同样精彩。

思政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上），商丘师范学院教学范式改革课程负责人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李金凤为您分享在线混合式教学法

实践案例。

（一）在线教学设计理念

秉承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针对疫情期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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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坏境的变化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特点，关注现

实，把灾难当教材，把中国放入世界，把实践融入学习，

把党和人民抗击疫情的鲜活案例及时写进教案、嵌入课

堂，对课程的理论知识点与疫情防控的实践案例对接，

并进行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网上资源和直播内容设计重构。采用了符合学生认

知规律的线上混合式教学法，实现了关注学生学习效果，

注重学习过程性评价，及时进行督促检查掌握学生远程

学习状态，充分发挥了线上教学的优势。

线上混合式教学法技术支持，通过对各种直播软件、

网络教学平台的学习比较研究发现没有一种完美无缺

的，超星网络教学平台和学习通功能很多但是同步课堂

效果不好，只能是异步学习，QQ直播、腾讯会议、腾讯

课堂功能单一，无法记录老师和学生的课堂活动，所以

我们最终确定选搭，采用腾讯课堂+学习通投屏同步直播

课堂与超星教学平台+学习通异步课堂相结合，实现线上

导学、线上督学、线上教学的三线混合式教学。

（二）线上混合式教学实践

李金凤主讲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上）课程，于2016年秋季开始在超星网

络教学平台建设网络课程，2017年春季开始在本校使用，

本学期是第四次使用，课程资源包括每章节的知识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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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求、教学视频、PPT、章节测试、试题库、作业库、

讨论区、电子教材、教学大纲及拓展学习资料等各类学

习资源。为了本学期在线教学的开展，李金凤对课程内

容进行了重新设计，补充了部分教学视频、电子教材、

拓展阅读超级链接、优质课程资源链接、丰富线上资源，

拓展学生学习的视野。

依托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学习通和腾讯课堂，分三个

环节进行线上混合式教学。第一，课前通过平台向学生

发布本周学习任务通知，让学生明白本周学什么，怎么

学。把学生要自主完成的任务点设置成闯关模式，以保

证学生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都能完成学习任务。教师在

备课时认真分析学情，根据学生在学习通和网络教学平

台上自主学习和任务完成情况，总结存在的共性问题，

准备在直播课堂统一答疑解惑、纠错。对章节内容进行

重构，突出重难点，设计讲解ppt和教案，课前设置好签

到、抢答、选人、主题讨论、问卷、随堂测试等课堂活

动，做好教学准备。课前20分钟将直播链接发放至学习

通班级群聊和微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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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中通过屏幕共享和学习通智慧课堂投屏辅

助教学。首先，学习通签到、选人、问卷等活动检查学

生线上自主学习效果，展示学生自主学习成果，并针对

学生自主学习任务、作业和讨论区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

答疑解惑，纠错讲解，学生通过弹幕、投稿和老师形成

互动。其次，通过屏幕共享，用PPT对重难点精讲，进行

高阶性点拨，提高对理论知识点整体认知，对基础性知

识点少讲，以练代讲。在直播课堂中灵活发放课堂活动，

这些活动有硬性要求，也有弹性规定，包括提问，问卷、

主题讨论、随堂测试等，吸引学生注意力，调动学生全

员参与活动，防止课堂走神。优质资源共享、不受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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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全员参与，网络教学平台实时记录学生在线学习

时长、任务点完成度、讨论区回帖、随堂测试、周周测

试、章节测试、阶段考试完成情况，教师根据学生在直

播课堂的表现加分，都能够很好的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在线教学的优势逐渐凸显。

如:第四章教学内容围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

步探索的理论成果，以道路从何而来的问题导入课程，

启发学生积极思考，与学生进行问卷互动。对道路初步

探索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等知识点为学生进行了系统

梳理和讲解。为了加深学生对新知识理解，以答题形式

限时进行了随堂测试巩固新知。结合此次抗疫斗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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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的现实指导

意义，指导学生开展主题讨论。认清在全球抗疫战中彰

显了中国哪些优势，从而坚定“四个自信”。

第三，课后巩固提高。教师发布本周主题讨论、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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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周测试限时完成。客观题系统自动评分，主观题

学生互评，教师给互评答案。及时关注学生线上任务完

成情况，及时督学。对作业和主题讨论回帖进行问题汇

总，形成闭环循环。

李金凤采用问题为导向，线上混合式教学方法，体

现了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以学习

通答题形式互动，学生参与度高。把疫情防控中的育人

元素融入到思政课堂，把抗疫伟大斗争作为教学资源，

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增强了理论课的针对性，达到了

育人的教学目的。获得了师生们的一致肯定，值得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