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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坚守阵地，抗疫克难教学相长 

 

 

 

 

 

 

 

 

 

 

 

 

 

 

 

一、在线教学基本情况 

（一）开课情况 

本周全校参加在线学习的学生共计22236人，全校开设课程1529门，共

计3130门次，其中：自建课程899门，占比58.5%；引进课程630门，占比41.2%。 

本周在线教学工作在上周基础之上，继续保持良好运行态势，教学

成效明显。各学院进一步加强了教学平台技术保障，大力提高了平台运

行的稳定性，课堂教学信息传递的流畅性、实时性得到了极大改善；在

线上课堂教学中，师生彼此之间不断相互适应、相互改进、相互提高，

教学效果积极向好；校院两级在线教学质量监控工作持续扎实推进，针

对在线教学问题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反馈、早解决，切实保障在线教学

工作的有效开展。 



 

图一  自建课程和引进课程比例 

 

图二  各学院自建课程和引进课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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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资情况 

本周全校参加在线教学的教师共1108人，其中教授、副教授519人，占

比46.8%。在线技术服务人员77人。 

 

图三  在线授课教师人数及教授副教授人数 

 

图四在线授课教师人数及技术服务人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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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各学院在线教学师资情况 

 

 

4

12

26

28

47

33

35

48

39

13

31

22

12

48

27

20

42

32

44

42

50

38

77

109

73

72

45

38

50

33

73

107

40

26

86

101

0 20 40 60 80 100 120

招生与就业处

音乐学院

新闻与传媒学院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文学院

外国语学院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

数学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美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历史与社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化学学院

地理与旅游学院

初等教育学院

教师人数 教授及副教授



（三）各在线平台使用情况 

教师们积极探索各种在线教学方法，积极试用多种教学平台，努力保

障在线教学顺畅开展。全校在线教学平台使用情况：腾讯QQ为28.2%；中国

大学MOOC为19.6%；微信为7.1%；腾讯会议为6.8%；腾讯课堂为6.2%。 

 

图六  平台使用百分比比例 

二、教学质量评价反馈工作稳步推进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反馈工作有序推

进，其中参评学院共 17 个，评价教师 1254 人，累计评价课程 2741 门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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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到学生有效评语 2630 条。 

 

 

 

 

 

 

 

 

三、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顺利实施 

开展 2019 年立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期检查工作，督促大

学生加强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研究，强化过程管理，持续跟踪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实施情况，确保课题研究任务按时保质完成。 

 

 

 

 

 



四、教师在线教学经验交流 

 

 

 

 

 

 

 

 

 

 

 

 

 

 

 

 

 

吴老师多次获评“本科教学优秀奖”“最受毕业生欢迎的教师奖”。

本周，她开启了《思想政治教师专业技能训练》课程的在线教学，为了

在线上好这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她在线下进行了各种探索和尝试，做

了大量准备工作。 课前，她与学生深入沟通交流，让学生熟悉教学所涉

及平台的使用方法，利用超星平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和详细的

学习引导，让学生了解课程性质和学习要求，知道学什么，怎么学。课

上，她结合思政课要求，开展了很好的案例教学 ；以问题链的方式利用

QQ 群进行实训，充分调动大家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学生课堂学习积

极性高，对课堂教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 

 

 

吴涯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您好，这里是教育部心理援助热线平台，我是****号咨询师，请

问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吗？”——这是新冠疫情以来，应用心理学专业

熊韦锐副教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了。 

2 月 20 日，熊韦锐副教授积极响应教育部和高等学校心理学教学指

导委员会的倡议，报名参加“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 

在线心理咨询师工作，以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全力投入到在线心

理援助工作中，尽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在线咨询每次值班时，他在倾听每一个感动至深的前方抗疫故事的

同时，会以专业的方式去帮助他们缓解紧张的心理情绪和提供恰当的心

理调适策略，帮助前方抗疫医护人员度过特殊时期。目前，他已经进行

了 20余人次的在线心理疏导，产生了良好的咨询效果。 

在线教学中，他将这种心理咨询的体验与感悟很好地融入到理论教

学实际中，对培养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的仁爱志坚与责任担当、理论钻

研与学以致用的学术精神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熊韦锐 

教育科学学院教师 



 

 

 

 

 

 

 

 

 

 

 

 

 

 

 

 

 

 

 

 

 

 

 

 

 

 

 

 

 

 

 

 

在《排球体能训练》和《田径》课程的在线教学中，诸文兵和郑华

老师针对运动技能课程教学的特点，为了让学生在线上教学中达到练习

技能、掌握技能、熟练技能的教学要求，他们采用 QQ 平台直播方式进行

教学，示范动作要领，布置学生练习任务，实时解答问题，现场纠正学

生动作，各项教学工作得以顺利开展。针对比较难掌握的技术动作，他

们提前录制动作细节视频让学生学习，并在课上就重点难点问题进行强

化指导和练习。针对有限的教学训练条件，他们带领学生利用身边物品

自行设计训练器具，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教学效果。 

 

 

诸文兵、郑华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教师 



 

 

 

 

 

 

 

 

 

 

 

 

 

 

 

 

 

 

 

 

 

 

 

 

 

 

 

 

 

 

 

 

 

 

 

 

 

 

语言学教研室何亮老师承担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汉语》课程教学

任务。在线教学活动开始前，积极学习各种网络教学平台操作。在试用

了学校建议的各种教学平台后，根据各平台特点和学生实际，结合本学

期教学内容，最后采用“腾讯课堂+QQ群+分享自建教学资源”的方式，

除在腾讯课堂即时授课互动讨论外，还在 QQ 群引导学生深入讨论，认

真热情回答学生提问。布置作业形式多样，有课堂即时口头实践，也有

课后书面作业。目前课程教学工作进展顺利，取到了较好的效果。 

何亮 文学院教师 

 

 

陈娟娟是计信学院年轻教师，在开设《电子商务导论》（双语课）和

《电子商务应用（移动媒体）》时，利用腾讯课堂直播+MOOC 课堂的混合

式授课模式，同时使用课堂派 App 建立班级课程，用于 MOOC 以外的考勤、

作业发布、作业批改、资料共享等功能。陈老师在课下耐心答疑，与学

生良好互动，采纳学生反馈意见进行教学改进，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得到学生一致好评。 

陈娟娟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教师 



 

 

 

 

 

 

 

 

 

 

 

 

 

 

 

 

 

 

 

 

 

 

 

 

 

 

巫昊燕老师面对 4门不同专业不同类型课程的在线教学任务，利用寒假

积极学习相关培训课程，根据课程教学特点，综合选用了超星、中国 MOOC

教学平台，并结合 QQ 群、腾讯会议辅助开展教学。巫老师在《城市规划

社会调查方法创新》中，引入互联网+综合手段进行网上模拟调研，结合

实际情况引入疫情特殊情景题材，引导学生分组进行“疫情期间高校学

生网课学习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疫情背景下韧性社区规划的调查研

究”、“疫情背景下住户行为多样化对住宅空间的影响调查”等很有针对

性的专项调查研究。在教学过程中，巫老师一直与学生保持密切联系，

积极汇报教学进展，集合教学进展不断改进教学工作。课后，巫老师利

用休息时间，逐一批阅学生作业和回答疑问，提高学生学习效能。整个

教学过程同学们学习积极性高，进步快，同学们的努力也给巫老师带来

了极大的鼓励。 

 

 

 

 

 

巫昊燕 

地理与旅游学院教师 



五、学生在线学习效果展示 

 

 

 

 

 

 

 

 

 

 

 

 

 

 

 

 

 

 

 

 

 

 

 

 

 

 

 

 

 

 

 

 

 

 

在美术学院孙雪梅副教授开设的《展示空间设计》课程学习中，陈

丽晓同学认真刻苦，在作品设计初期，积极投入设计构想，查找收集大

量资料；在作品中期阶段，在原有构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细节，一

直与老师保持沟通，不断调整改善设计方案。孙老师认为在网络学习有

诸多不便的情况下，陈丽晓同学能克服困难，保持自律，最终在较短的

时间里完成设计表达完整度较高、有重要亮点、展示效果强烈的作品是

非常难能可贵的。 

 

 

陈丽晓  美术学院 2018 级环境设计专业学生 



六、问题及建议 

增强教学互动。教师应不断丰富更新课堂教学内容，使教学形式多样

化，主动与学生沟通交流并及时掌控学生学习状态，帮助其提升学习兴趣。 

强化教学管理。教师应对课堂加强管理，并及时跟踪了解学生的学习

状态，有针对性地调整课堂节奏。 

增强学生自律。部分学生对在线学习逐渐失去新鲜感，学习开始出现

懈怠，教师要及时协助学生养成自律习惯，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关注身体健康。教师要充分保证课间休息时间，师生要坚持做眼保健

操，保护好视力，注意身体健康。 

 

                                     重庆师范大学教务处        

             2020年 3 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