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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本科教学工作简报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和陕西省教育厅疫情防控教育工作

精神，确保本学期本科教学工作顺利开展，学校领导高度重

视，多次召开工作会议，按照“延期开学、如期开课、多种

形式、保质保量”的原则，对疫情防控期间的在线教学工作

进行统筹安排，针对教学计划安排、教学过程管理、教学平

台保障、师生指导培训等方面精心部署，多措并举，全力做

好教学服务保障工作。3月 2日，一万余名师生相聚云端，

共上“开学第一课”。现将第一周在线教学情况简报如下： 

一、 教学基本情况 

1. 课程开设情况 

本学期，全校共开设本科生课程 1809门次（其中 9门

课程因特殊原因需调整教学计划），本科生在线授课教师

1320人，平均每天参与在线学习学生 2万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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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线教学平台使用情况 

教师进行线上教学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采用的在线教

学平台有中国大学 MOOC-爱课程、超星“学习通”、学堂在线

-“雨课堂”、智慧树、爱课程等，其次还通过腾讯课堂、腾

讯会议、QQ群直播、钉钉、ZOOM等软件平台进行授课。 

序号 主选平台 课程数量（门次） 所占百分比 

1 中国大学 MOOC-爱课程 527 29.3% 

2 速课 363 20.2% 

3 QQ群直播 203 11.3% 

4 超星“学习通” 126 7% 

5 腾讯课堂 108 6% 

6 直播+PPT+录音 82 4.6% 

7 腾讯会议 74 4.1% 

8 智慧树 70 3.9% 

9 学堂在线-“雨课堂” 65 3.6% 

10 钉钉、ZOOM、微信等 182 10% 

总计  1800  

 

   3.教师授课情况 

授课教师面对教学方式的调整，积极应对，攻坚克难，

加强自我学习和培训，熟练掌握各大教学平台和直播工具。

结合网络授课的优点制定授课方案，优化课程设计，多采用

MOOC/SPOC+线上辅导，MOOC/SPOC+直播授课，直播授课+线

上辅导，速课+线上辅导等多种模式组合的授课方式，提出

教学要求，上传教学素材，以提前预习、课堂讨论、即时问

答等形式丰富课堂形式，实现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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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抽样调查，近 90%的授课教师认为在线教学过程整

体顺畅，10%的授课教师认为在线教学过程基本顺畅，有点

问题但可立即解决；75.7%的授课教师认同在线教学形式提

高了教学效率，24.3%的授课教师不认同在线教学形式能提

高教学效率。 

4.学生学习情况 

针对学生的线上学习，各部门、各院系统筹安排，积极

行动，确保学生全面了解在线教学计划安排，及时进入各课

程学习群组，学生到课情况良好。 

通过抽样调查，学生对在线教学效果反馈整体良好。54%

的学生认为在线教学效果差不多或超过线下教学，36%的学

生认为在线教学效果一般，和线下有些差距，近 10%的学生

认为尚未能完全适应在线教学。对于教学方式，90%的学生

认为直播授课+线上辅导、MOOC/SPOC+线上辅导、速课+线上

辅导是较好的在线教学方式。 

关于学生在线学习效果的影响因素，32%的学生认为缺

乏自律、学不进去，27%的学生认为课堂互动形式相对单一，

容易分神，15%的学生认为没有同学之间的相互鼓励，另有

26%的学生因为居家学习环境不佳、教学平台效果不行、缺

乏教室学习氛围和仪式感或不适应对着屏幕而影响在线学

习效果。 

5.教学组织管理情况 

校院两级协同，积极行动，主动作为，全力做好新学期

线上教学工作。学校成立教学质量监控督查工作组，在开学

第一周，首批安排熟悉线上教学技术的校级教学督导开展课

程抽查工作。各院系制定在线教学工作方案，在线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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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在线教学督导工作指南等工作实施细则，对线上教材、

教学资料、应急预案等方面严格把关，保证第一周教学平稳

运行。 

二、存在问题 

   1.部分平台运行不畅，高峰时段存在拥堵 

从抽样调查结果来看，学生普遍认为在线教学效果不佳

的因素即有“教学平台效果不行，时有卡顿”，“课程使用平

台不一，相互切换带来不便”。高峰时段，各大高校都在上

课，平台服务器承载压力过大，时有拥堵，影响授课效果。 

2.学生学习过程管理需加强 

授课教师反馈在线教学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无法及时

观测学生的学习效果；部分利用中国大学 MOOC平台的课程，

授课教师对学生自学的监管还不到位；部分学生课前预习不

充分，学习自主能力有待加强。 

三、 改进措施 

1.加强对在线教学的服务和保障。在总结线上教学情况

的基础上，与学校相关职能部门配合，加强对授课过程的信

息收集，及时发现，及时解决。积极对接各大教学平台技术

保障服务团队，优化平台，缓解网络拥堵，指导授课教师完

善在线授课的备用方案，在平台运行不畅时能尽快启用备用

授课方案，保障教学。 

   2.加强对在线授课的监督指导。在校级督导进行重点抽

查的基础上，发挥院系督导主导作用，保障院系督导全覆盖，

加入各教学班级课程学习群，同步查看教学资料，利用超级

管理员后台统计功能，查看教师教学任务布置、学生在线学

习、互动讨论、单元测试等教学实施情况，及时了解教师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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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情况和学生学习效果，向院系教学主要负责人反馈督查中

发现的问题，并提出应对和改进的措施。 

  3.加强对学生在线学习的监管指导。在线教学对学生自主

学习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授课教师应加强对学

生自主学习的引导，强化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要求，增加课

堂互动性；另一方面，加强辅导员、班主任对在线学习适应

能力差的学生进行帮扶指导，引导学生加强自我学习能力的

锻炼，尽快适应线上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