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型案例二： 

在线教学课程案例——可编程器件及应用 

根据江苏海洋大学教学统一安排，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按时有效开展教学，

自 2月 24日开始，《可编程器件及应用》课程教学通过在线教学方式组织实施。

前期参加学校各种在线教学技能和平台培训，填写在线授课方案表和课程应急处

置后备方案表，对教学方案、未来线下课程衔接和在线授课突发情况等进行详细

安排。自 2月 19日起，建立 QQ教学群，进行线上教学测试演练，确保每位学生

能够顺利进入网络课堂参加课程学习，及时发现测试中存在的问题并做出相应调

整，力求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在线教学课程介绍 

1.任课教师 

宗荣芳，电子工程学院/电子信息系教师，长期主讲《可编程器件及应用课

程》。 

2.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电类专业的专业主干课，主要让学生掌握数字电子系统设计的设计

方法、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内部结构与工作原理、常用 EDA工具软件（Quartus II）

的设计与应用以及 VHDL语言的程序结构与设计方法。 

3. 教学重点 

ASIC、FPGA/CPLD 设计流程， VHDL 语言基本要素、基本语句、描述风格、

仿真综合，QUARTUS II 软件等。 

4. 教学难点 

CPLD 与 FPGA的内部结构，进程语句、有限状态机、数字电路系统设计，时

序仿真的设置与引脚分配等。 

5. 教学支撑材料 

电子教材、参考书、教学平台、搜集的教学视频等。 

视频链接地址：EDA技术(vhdl技术) UP主: bilibili学堂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17668545 

二、在线教学课前准备 

 1. 建立课程 QQ教学群，完善课程相关信息 

在正式教学开始之前在 QQ 建立《可编程器件及应用》课程教学群（群号：

583734304），确认选课名单，电子 171、172 教学班 88 人+重修 3 人，共 91 人



 

全部入群，保证每次通知所有选课同学都能及时收到。利用 QQ 群提前发布教学

安排、电子教材、教学软件等。 

2. 确定在线教学方式，保证课程教学效果 

正式开课前，利用腾讯课堂、江苏海洋大学网络教学平台和雨课堂平台面向

学生作了 15分钟的试讲测试，最终选择腾讯课堂+江苏海洋大学网络教学平台相

结合的方式作为上课在线教学方式，通知学生在手机端或电脑端安装学习通和腾

讯课堂 APP，以保证能正常完成线上各教学环节任务，教学时所有学生都能参与

课堂教学互动。 

三、在线教学方案设计 

针对本课程特点，结合课前问卷调查，并考虑到网络平台的稳定性，形成最

终适合本课程的教学方案。利用江苏海洋大学在线课堂网络教学和腾讯课堂平

台，采用课前预习教学任务+课内（语音+PPT）直播+课内限时单元随堂测试+课

后讨论及作业形式，充分调动学生的课程参与度，实现学生在线学习、自主探究

等。最终确定了如下在线教学方案： 

 教学方式 网络平台 

主要方案 PPT+语音直播 腾讯课堂 

应急方案 学习通录播、QQ视频分享 江苏海洋大学网络教学平台 

课外方案 预习、答疑、作业、单元测试 QQ教学群、学习通课程平台 

另外，为防止学生因其他客观因素导致中断在线听课，可选择在直播过程中

生成回放，学生即可利用历史课程在课后进行查看回放二次学习。历史课程如下

图所示： 



 

 

四、在线教学环节设计 

1.课前预习 

在江苏海洋大学网络教学平台定时发放任务点，学生收到通知后在学习通平

台进行课前预习，完成相应任务点，通过几道简单的客观题对教学知识点加深印

象。下图为电子 17 班级完成相应任务点的情况。 

 

2.课中教学 

（1）首先利用学习通平台进行手势签到，查看未到学生名单并及时通知班

级考勤同学进行联系，确保学生都能按时进入在线教学。下图为学生签到情况，

已签 91 人，全勤。 



 

 

（2）在 QQ教学群发放腾讯课堂教学链接，通知学生进入腾讯课堂进行教学。

具体上课时间段教学采用语音+PPT 直播的形式进行。在教学过程中，以老师讲

解为主，同时利用腾讯课堂的签到、答题、讨论、举手发言等手段进行互动，实

时了解学生的参与情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上课教师端实时互动界面： 

 



 

 

上课学生端实时互动界面： 

        

上课结束后可在腾讯课堂平台上导出考勤记录数据，及时了解学生在线名单

和在线时长等。 

（3）单元随堂测试 



 

课程单元内容讲解完以后，通过在线平台定时发布单元随堂测试，要求学生

限时完成，老师及时批阅，根据考试成绩及时了解学生掌握情况，老师对成绩较

差或未完成学生及时进行预警。下图为第一单元测试情况。 

 

3.课后作业 

通过学习通平台定时发布课后作业，学生作答，然后拍照上传至学习通平台，

学生提交后老师可在学习通平台进行批改作业，老师可查看作业完成情况，掌握

学生学习情况并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对未完成同学可及时发通知提醒。下图为

作业完成情况。 



 

 

4.在线讨论 

课外，可利用网络教学在线平台发布一些与课程有关的话题，鼓励学生参与

互动，加深学生对所学课程的了解。同时发布一些课外阅读材料，如 PLD有关信

息报道，拓展学生眼界，提高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兴趣。 

 

五、在线教学小结与思考 

1. 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和平台 

根据专业和课程特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和平台。以本课程为例，腾讯课堂

具有网络服务器稳定、课堂教学手段丰富（签到、答题、举手发言、讨论、课堂

回放）等优点；同时也具有无法进行作业、测试、数据综合等缺点，最终我们采



 

用了腾讯课堂+江苏海洋大学网络教学平台的方式弥补这些缺点。 

2. 课程教学与课程思政相融合 

在线开课以来，积极响应学校号召，持续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所谓教

学，除了“教”，还有“学”，居家抗疫的日子里，教学中督促学生无论是在校

还是在家都不要在学习上止步，要学会从 QQ 群、课后直播、网上课堂等各种渠

道筛选优质资源进行学习。在线教学中平滑融入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教

育，让“课程思政”在线上教学的道路上落地见效。 

3.线上与线下合理衔接 

制定疫情防治期间的在线教学方案，待恢复正常上课后，除腾讯课堂的语音

+PPT 直播换成线下教室面对面授课外，其余环节继续延续，将线上和线下两者

合理衔接，为将来建设“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奠定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