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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东软学院疫情防控期间在线课程教学指导性意见 

根据《教育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在疫情

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教高厅〔2020〕

2号）、《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学校教育教学组织与管

理工作的通知》（川教函〔2020〕47号）和《成都东软学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确保开学安全的工作预案》(院发〔2020〕4号)等文件精神，为切实保证在

线课程教学质量，把教育部、教育厅、学校的要求落到实处，确保在疫情防控期间

能够保证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目标，特制

订我校疫情防控期间在线课程教学指导性意见。 

一、 总体原则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规范授课形式和过程，严格在线教学管理。加强个性化学习资源配置，拓展学

习时间和学习空间，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指导与帮助，切实通过

教学内容、时间及方式的科学安排，确保按时启动教学，努力保持教学进度、保证

课程容量，做到标准不降、内容不减。 

辨证看待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工作，充分利用难得的全校性在线教学机会，鼓

励教师创新教学模式，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课堂教学和课程建设等教学改革新思路。 

二、 在线课程教学的准备与实施 

教师严格按照学校课表排定的时间，每次网上授课的教学内容均应包含此次课

程正常线下授课的所有知识点，要有相应的电子资源作为支撑。网上课程的开课标

准包含：课前资源上传（PPT、视频、动画、题库、授课内容文本材料等），课中教

学设计（签到、测验、讨论、抢答、问卷等互动），课后（作业、答疑、讨论、测

试）等内容，每次课程对学生“线上面对面”集中辅导答疑时间不少于 30分钟。 

（一） 建课及课前准备 

1. 在线教学框架的搭建：结合教学进度计划表，搭建课程在线教学框架，可以

分课时按授课内容搭建，也可以结合教材分章节按目录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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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课资料的上传：每个课时的资料应充分支撑教师完成在线授课的教学目标，

包含授课 PPT、授课内容文本材料（教材电子档或相关材料）、网络参考资料（网页

文章、网络视频、网络新闻等），如果教师不采用直播形式则还应有教师提前录制

的讲解视频（微课、同步课、录屏等多种形式）或在线开放课程资源。 

3. 测试题的建立：结合教学内容，提前导入试题，以方便后期组建作业、试卷、

测验等，考核学生掌握情况。 

4. 在线课程教学方案编写：任课教师应依据授课计划，结合教学资源设计编写

在线教学方案。方案设计要结合在线授课形式，围绕教学目标，注重师生之间的互

动。为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保证学生课程完成度，授课过程中应安排有签到、测

验、问卷、选人、投票、抢答、讨论等互动活动，可提前设定好活动，授课过程中

点击发布即可。在线教学方案以每两节课为单位编写，报团队主任、教学主任审核。 

5. 学生信息的导入：按照课表安排导入所授课班级学生信息，保证所有学生能

够按时进入课程。 

6. 学校已建立班级钉钉群，任课教师可通过调查问卷等形式收集学生建议，及

时研究改进办法，制定改进措施。 

（二） 课中 

1. 教师按照课程表规定授课时间上线组织学生签到，做好学生考勤工作。 

2. 教学环节 

（1）直播或者同步课堂的教学环节： 

①学生签到 ②复习导入 ③讲授新知 ④课堂测验 ⑤答疑解惑 ⑥课后作业。 

（2）翻转课堂的教学环节： 

①学生签到 ②学生自主学习 ③课堂互动 ④答疑解惑 ⑤课堂测验 ⑥课后作

业。 

3. 教师可根据课程特点，要求学生做好课堂笔记。教师可通过多种方式检查学

生学习笔记，并可将学习笔记的检查结果计入平时成绩。 

4. 教师应注重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环节设计，利用教学平台多做练习，多做讨论，

多设计活动，包括线上自学、测验、作业、抢答、讨论、问卷等，提高学生学习积

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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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师应用教学平台的学习记录功能，合理设置各教学活动的权重，适当增加

课上互动教学环节的比例，提高学生参与度。 

（三） 课后 

1. 布置课后习题或者课后作业，需要教师在下次上课前进行电子批阅。 

2. 课后答疑，要求学生进行意见反馈。收集学生问题后，根据问题性质可统一

回复或单独私聊回复。 

3. 课后讨论，教师需要及时在学生话题后跟帖回复解答。 

4. 各门课程应根据课程特点进行适当的测试，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对发现的

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和辅导。测试成绩计入学生学业成绩。 

三、 需要注意的问题 

1. 老师和学生不得在线上教学平台和课程沟通平台上发表与教学无关或违

反国家、学校教学管理规定的言论。 

2. 各系（部）在教学过程中可结合课程开展疫情防控教育，引导学生理性认识

和科学应对疫情，提高个人防护意识和能力，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3. 教师可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使用多个教学平台。鼓励教师根据所授课程的特

点和在累积的教学资源基础上整合相关的课程资源自建课程，也可以借助其他优质

的在线课程资源和平台进行建课。 

4. 建立学生、素质老师、班导师、授课教师联动机制，全方位做好教学服务管

理和学生心理辅导工作，引导学生增强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确保学习效果。 

5. 以学生的学习效果为出发点，注重结果导向。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或学生调

研等方式对线上教学进行监督跟踪，切实加强学生线上学习的过程管理，掌握

学生学习心态、学习效果，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6. 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堂教学形式。针对学生缺少学习的主动性和自制力的情况，

建议在课堂中多设计一些实践任务，增添课堂有趣性的同时加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 

7. 为确保良好的网上教学环境，教师需提前在家中选定安静适宜的授课环境。

如用手机进行教学，在授课过程中可将手机设为“飞行模式”，仅在 wifi状态下进

行授课，以免电话呼入对授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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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若主要授课平台遇到网络高峰、网络卡顿等不可抗力因素不能正常授课时，

可以借助其他通讯软件钉钉、微信、QQ等平台择优进行教学，通过向学生布置学习

任务、提供学习资料、互动答疑、章节测试、布置作业，引导学生在线自主学习，

避开网络高峰期，教师可以在网络非高峰期约定学生进行集中答疑或讲解，补足授

课时间。 

9. 各系（部）选拔优秀的在线平台和工具使用熟练的教师组成在线教学指

导小组，对本部门教师进行培训和指导。在线教学期间，授课教师要主动发现

问题并解决问题、主动进行教学反思并持续改进。 

 

教务部    

2020年 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