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型案例一： 

发挥线上优势，弥补线下短板 

李联泰 

2020 年初，一场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席卷了全国。面对疫情，

自 1 月底教育部提出延迟开学的相关要求之后，各个高校都在积极响应，探索以

各种技术手段实现远程教育、线上教学，确保各地学生“停课不停学”。 

这学期本人承担海洋科学专业 65 名学生的《海洋环境监测》课程，根据学

校和二级学院下发的有关线上教学的相关要求，我采用了校内 SPOC 与 QQ 群

相结合的形式来进行线上教学。课堂形式的转变，不仅需要老师付出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备课，而且学生也有诸多不适应的地方。因此，我从课件制作，讲课视频，

公告发布，交流沟通到考核细则等都做了精心设计和周密部署，保证了该课程的

高质量开出。

 

1 课前通知到位，学生如约而至。 

在上课之前，我通过建立班级 QQ 群向学生说明了线上教学的上课形式与相

关学习软件的使用情况，并提醒学生们开课前需要的准备及注意的事项。如提前

测试学习通网速，下载相关软件，线上授课方案、教学进程表、考核细则以及操

作流程。 

 



 

 

 

2 针对学生情况，做好授课预案 

本课程教学对象为大三学生，绝大多数准备考研，学生期望学习时间自由，

讲授重点突出，注重平时成绩。为此，我在开课前我向学院申报并获准调整了平

时学习与期末考试考核比例；其次完善并及时公布考核细则和阶段性结果，促进

学生平时主动在网络学习，并且随时可以跟踪到学习结果，起到了及时激励的作

用。再次提前将 ppt、讲课视频、教材、讨论、作业上传到学校在线课程平台

（SPOC），供学生课前预习，课上讨论及课后复习。其中设置大量讨论题目，

内容结合实际，让学生都能深有体会的感觉，进而有话可说，大大提高了参与度。

另外为保质保量完成作业、防止简单的复制粘贴，作业要求手写后拍照上传图片，

同时老师及时批改，成绩直观可见。 

 

 



 

 

 

 

3 全班同时发言，弥补线下短板 

课堂教学分四个环节即每课必查、前课回顾、回答问题和新课检查。一是要

求每位同学课前将各自所在地区的环境空气质量指数发到群里，体现专业特色和

热点关注，例如镇江 72，无锡 20，赣榆 78 等；二是老师开视频，让学生看到

老师，使学生有亲临课堂之感，老师简短回顾上节课的内容；三是老师邀请全体

同学接通语音，回答问题时开话筒对话，其他同学可以补充，发言完毕后关闭话

筒以防杂音干扰；四是通过提问考察学生课前课中学习情况，老师事先就课程重

点和难点设计好多个问题，适时发问，学生回答后老师及时纠正错误，课后学生

整理出所有问题，便于学生课后复习，把握重点。 

实际操作中，大约 10 分钟发出一个问题，两节课提 6-7 个问题。每位同学

都用语音回答，这样全班同学都可同时回答，前后不差几分钟，课堂气氛十分活

跃。我一般要求一口气完成，所以学生要练习的非常流利，很好的培养了语言表

达能力。10 分钟内老师抽查聆听学生发言，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语音文字均可，

建议采用文字，可长久保留记录）。 

全班同时回答问题，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这也是在线教育的优越之处。在

传统的课堂上，老师提问后，同一时间只能一人回答，其他人听，然后再换一人。

一堂课问题也不能提问太多，否则计划内容无法完成，影响课程进度。在线提问

就不存在这一问题，学生回答次数越多精力越集中，大家都来比拼，兴趣较浓，

气氛很好，效果自然也不会差。 



 

 

    

 

4 课间唱歌咏诗，实现寓教于乐 

利用课间休息时间，使用小程序抽签，抽中者表演节目，老师带头唱歌奏乐

（唱歌、葫芦丝和笛子演奏是我近年来培养的新爱好），歌颂祖国和一线白衣战

士，学生随后咏诗歌唱，正气盎然，其乐融融，实现了知识传授与思政和美育的

完美结合。这种做法得到督导组老师的称赞，还被学校官微报道。 

 

 

 

5 师生密切沟通，改进永无止境 

经常与学生特别是班长、学习委员、文娱委员等保持沟通，适时征求学生意

见，保留好的做法，淘汰繁琐费时和效果一般的做法，保持教育教学与时俱进，

与学生兴趣同步。 



 

 

   
 

以上案例中，我以个人的实践探索了如何以学生为主体，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业余爱好和计算机应用能力去架设起师生、生生互动的桥梁，发挥在线教育的优

越之处，弥补传统课堂中学生发言机会少的短板。在抗击疫情的非常时期，只要

我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一定能战胜困难，为每一个学子搭建更精彩的

线上课堂。另外，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有些环节和做法还需要改进，大家可以多

提意见，使其效果更加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