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锐意前行，用心浇灌，潜心打造“网上金课”

——鄂州职业大学戢丹菊教师 2020 年春在线教学案例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

们的授课方式。为贯彻教育部关于“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精神，

根据湖北省教育厅关于“推迟开学不停学”的要求，结合《鄂州职业大

学疫情防控期间教学组织实施总体方案》精神，我校于 2 月 17 日正式开

始进行在线教学。本人作为直接进行一线教学的普通教师，现就两个多

月的在线教学经历和感受，同大家分享。

一、选择在线平台，做好教学准备

这学期我线上教授的课程是“药学服务技术”，2018 级药学 4 个班

159 名学生，因为上学期带过他们的“药物化学”，在学习通平台展开过

教学，我对学生比较了解，学生对平台也非常熟悉，每个班已有现成的

分组和组长，还有班级助教群的同学们帮助答疑，因此网络授课，同学

们还是能够迅速适应的。

考虑到学生日常使用 QQ较多，且方便传输文件，因此我将这 4 个班

的同学加进了一个 QQ大班群，这样的建班方式能提高教学信息发布的效

率，避免班级过多而造成遗漏，也能加强班级间学生的交流。

从直播流畅性、互动性、人员数目要求等方面进行考查，我选择了

“腾讯课堂直播＋学习通自学＋QQ群互动”的多平台联动教学策略进行

线上教学。因为 QQ 和学习通 APP 是学生在疫前学习中就已经在使用的

APP，所以只需下载腾讯课堂 APP 即可，没有增加学生的负担。

药学服务技术是一门“教学做”一体化的课程，如“药品信息的检

索”等内容可以在线上开展实训，而血糖仪、血压计的使用这一类实训，

学生居家的条件无法满足，针对这一问题，我将此类内容后延，或者使



用实训视频来暂时替代，计划复学后在校内进行实训。

二、立足线上教学，实施“三教改革”

1、课前视频暖场

每次授课，我会提前 15分钟开放腾讯课堂，准备好授课 PPT，然后

播放视频暖场，融入课程思政。我所在的院系是医学院，我们学院党总

支专门搜集了毕业生、实习生在抗疫一线的照片和视频，然后制成了一

个短片，这时我会引导大家向校友致敬，激励学生学习“最美逆行者”

的精神，学好药学专业知识，为社会公众的健康安全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也会播放《暗流下的美国药品》、《抗生素》、《药瘾》等纪录片片段，让

学生认识到抗生素滥用、镇痛药滥用的危害，药品的使用是一把双刃剑，

作为今后的药师，只有掌握扎实的专业技能，才能更好的为社会公众服

务。

2、上好第一节课

在心理学中有个概念叫做“首轮效应”，是指人与人第一次交往中给

对方留下的印象，在对方的头脑中形成并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效应。上课

也是一样，如何保证学生的到堂率，上好第一节课非常关键。

因为药学服务技术的后续课程是顶岗实习，学生会对实习单位、专

升本考试等内容比较感兴趣，所以第一次课我会带大家分析《普通高等

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 年）》，其中“接续本科专业

举例”就是他们今后专升本考试能够选择的专业方向。我也会介绍课程

对应的就业单位、就业岗位和能够考取的职业资格证书，让学生认识到，

这门课非常的实用，而在学完考试之后，我去医院、药店实习立马就能

用得上。这样学生就能将他们对实习、对专升本的兴趣，转嫁到我的课

程上来。

学习的本质，就是在信息之间创建联系，学生需要借助原有的经验



来理解新知识。课堂上我会给出一张“病区用药医嘱单”（来自于往届毕

业生的临床工作真实病例），上面有患者的床号、姓名和每天服用的 13

种药品，我会让学生来分析这个患者的基本情况。因为医嘱单上的药品

种类很多，学生的第一反应是我不会，这时我会带着大家一个一个的来

看。因为多数药品都是之前学过的，所以学生能很快的在腾讯课堂讨论

区给出答案，这个患者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前列腺增

生、前列腺癌、消化不良……。等到大家认为他们说出了患者的所有信

息时，我会问，患者是男性还是女性，同学们就会想一想，他患有前列

腺增生，因此肯定是男性，也会认识到，他们忽略了患者性别这一个非

常重要的信息，而患者的性别也能够从用药中体现出来。我接下来会问，

这 13种药品中哪些是进口药，然后大家会根据药物的商品名去百度药物

的生产厂家，大型药品进口企业他们也是熟知的，所以他们会恍然大悟，

原来拜糖平是拜耳药业的产品，络活喜是辉瑞药业生产的，旧的知识与

新的知识在这里产生交集，学生跳一跳够得着，他们会觉得，原来处方

分析也不是那么难，一步一步的我也能做下来。我会继续提问：“这个患

者一天的药费是多少钱？”同学们很快给出13种药的总金额是79.02元。

“患者长期住院，一个月的药费是多少钱？”大家算出来是 2400 元左右。

这时我会开启举手环节，选择一位同学连麦，用语言给这位患者进行画

像，然后这位同学口头表述，其他同学在讨论区补充，大家最后得出的

结论是：这是一位老年患者，因为他有多种基础疾病；男性，在使用治

疗前列腺增生的药物；二型糖尿病伴有肥胖，这是二甲双胍的首选病症；

离休老干部，因为药费很贵，如果不是全额报销，根本就没钱住院。当

分析到这里时，学生会产生非常强烈的满足感和愉悦感，因为仅仅只通

过一张医嘱单上的药物信息，就能分析出患者的基本情况，他们之前学

过的药物知识，在这里都用上了。甚至于在课堂上，我都能感受到此刻



他们的大脑中在大量的分泌多巴胺，而且他们也会非常期待后续的课程。

3、帮扶困难学生

线上课程，由于对网络流量的要求，给部分学生也增添了很大的负

担。在我授课的班级中，对后台听课时长进行考勤时，有一位学生前两

次课的听课时间都没有达到 50 分钟，而正常一次课的听课时长大约是

150 分钟。因此我找到该班的学习委员侧面了解情况，原来那位同学家

住偏远农村，信号不佳，同时家里没有 WiFi，疫情期间家人不能外出工

作，他还要在家里干农活补贴家用，而网络直播课程需要大量的流量，

使他经济上压力较大。针对于这一特殊情况，我及时向学校反映，在学

校与相关运营商沟通协商之后，给予该同学流量优惠的帮扶政策。同时

我也积极思考对策，将课程内容和相关习题制成 word 文档，尽量减少

PPT 和视频的传输，以减小其网络流量的消耗；同时专门委派一名学生

助教，对其进行一对一的指导答疑。从最近这几次课的习题完成情况看

来，该生的课程测评能达到 90分以上，高于班级 85.2 的平均水平。

4、课后巩固小结

课后我在学习通上布置作业，同时要求学生继续完善课前讨论，并

将课堂内容整理成笔记，上传到学习通 APP 的群聊中。大约 2次课之后，

我们发现，课堂笔记整理的效果并不好，大家就是将授课 PPT 中的主要

内容直接誊抄了一遍，然后拍照上传至群聊，没有任何加工和思考，同

时群聊会定时关闭，无法回放，不利于学生复习。后来我在 QQ群征求意

见，问大家有没有更好的记笔记的方法，就有学生推荐了石墨 APP，因

为支持多人在线协作编辑文档，交互性特别好，每个人可以看到其他人

记的笔记。使用一次课之后我又发现，笔记的重复内容特别多，所以我

们又进行了改进。

现在学生的课后笔记要求是：1 个收获和 1 个疑惑。学生学完这次



课程之后有什么收获，只写一个点，有什么疑惑，也只写一个点，收获

的内容不能重复，疑惑的内容可以解答。有老师会问，一节课下来，只

收获一个点，会不会太少？我的回答是，不会。因为石墨 APP 支持多人

在线协作编辑，而 4 个班有 159 人，因此学生要做到不与他人重复，在

写收获之前就必须要先阅读其他同学的笔记，而且收获交得越晚，他所

能写的收获点就越难找。无形之中，学生在记笔记时就又把相关的知识

点复习了一遍，而在完成疑惑解答的时候，学生也要动脑筋思考。通过

交互式笔记的使用，学生课前回顾测试的正确率较之前提高了 10～20%。

三、几点建议

1、小组发言，同声速记

小组讨论后的发言环节，各组陈述观点时可能需要 3～5 分钟的时

间，由于腾讯课堂只能连麦，大家看不到这位同学的发言实况，非常容

易走神，针对这一问题，我采取的方式是“同声速记”，一位同学发言，

其他同学在留言区迅速记录并发布这位同学发言的核心内容和观点，然

后给记录最快和记录最全同学所在的小组加分，这样能有效的避免发言

时大家走神的情况发生。

2、注重反思，推进诊改

作为一个新晋“十八线主播”，我们会在实际的线上教学中发现各种

各样的问题，因此在每一次课后，我都会参照“八步一环”的质量改进

螺旋，落实课程诊改的监测、预警、改进动态循环，及时提炼“一个亮

点和一个瑕疵”，记录到石墨 APP 中，利用空闲时间强化“亮点”，同时

思考“瑕疵”的改进方案，进而修订设计，形成闭环，不断推进课程的

改进。

四、教育信息 2.0，必须砥砺前行

2018 年，四川大学的《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的一流本科教育川



大实践》和华中师范大学的《深度融合信息技术的高等人才培养体系重

构与探索实践》，两个项目获得了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从

获奖成果可以看出，基于 MOOC 的课堂教学改革是未来教学发展的方向，

也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而这次疫情，将我们很多的一线教师，倒逼

上了“互联网＋教育”的高速路上，线上线下教学，要做到实质等效，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们必须且只能砥砺前行！

(注：戢丹菊，系湖北鄂州职业大学医学院药学专业教师，2018 湖北省职业院校

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