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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师生不能如期相会在美丽的校园。教育部马上

做出 2020年春季延期开学以及“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决定，并印发了

《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明确要求要保证在线学习与线下课堂教学质量“实质等效”。面对疫情，面对全

新挑战，我们全校教师迅速行动起来，我们学校为全国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实

验校，信息化基础雄厚，面对线上教学有预案、有准备，学校在原计划 2 月 10

号开学之日线上授课如期进行。

一、学生为轴、课程为基，选取合适线上授课方式

在线授课之前做好顶层设计很重要，

根据授课课程特点及学情分析，要避“在

线课”之短，扬“在线课”之长，选取合

适线上教学方法，确保在线学习与线下课

堂教学“实质等效”。本学期讲授如下两

门截然不同课程：

1.《水力学》课程

本课程属于偏理论专业核心课程，70

课时，周 4，有一定难度，前后知识点衔

接很紧密；线上有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学生为大二学生，37 人，基础可以，

整体学习自觉性较强，开课前帮学生网上订了教材。

本课程采用腾讯会议直播+MOOC+慕课堂+qq 群线上授课形式。本课程线上有

国家级优质 MOOC 资源，但没有采用 MOOC 课程学习+课堂练习答疑录播形式，原

因如下：①本课程 MOOC 是基于课程重难点设计的颗粒化学习资源，微课利于

不同层次学生学生课下预习和复习，但如果用 MOOC 学习代替课堂教学，课

程有难度地方，学生自学理解不到位，②学生长期自学，学习氛围、学习

效率受影响；③一个个独立微课不利于对学习任务系统掌握，MOOC 上不一

定是课程的所有知识点，紧靠慕课学习可能造成知识点缺漏，影响后期课

程学习、巩固和提升；④教师的答疑，往往只能满足部分希望提出问题学

生的需要，无法做到广泛顾及。

为确保线上授课“实质等效”效果，本课程采用课下引导学生针对需

求进行 MOOC 学习答疑及 qq 针对性答疑交流，并完成计算画图题线下作业，

课上采用腾讯会议直播+慕课堂教（学）+问+练+测+评交互进行。

2. 《水利工程文件整编与管理》课程

线上直播



本课程属于专业拓展课程，30 课时，周 3，内容简单但枯燥；线上没有学习

资源，课程信息化基础查；大三学生，59 人，就业、专升本事情较多，心态浮

躁，学习自觉性层次不齐。

本课程采用腾讯会议直播+智能课堂+qq 群线上授课形式。本课程没有线上

学习资源，期初教师潜心于线上授课研究，没有时间做微课，而且本课程文字表

格多，做出的微课形式单调，难以吸引学生去学习，再加上大三学生其他事情较

多，所以本课程主要是线上授课进行课上学习互动，课下按进度分组完成水利工

程典型案例的文件编写与组卷。

二、互动为体、数据为器，实施课上+课下线上授课

本学期承担两门不同课程，均采用教（学）+问+练+测+评一体，实时交

互直播方式授课，下面主要以比较难的《水力学》课程为例进行介绍。

1.课上

采用腾讯会议直播讲课+平台（慕课堂或智能课堂）互动。

1）直播前根据教学目标、学情及认知规律，制作融动画、图片，并一

步步展示的动态课件，保证教学资源优质实用；

2）课上通过直播不但把本次课知识技能点串了起来，更对本次课重难

点、批改作业中疑错点进行讲解，也对学生在慕课堂平台反映出的共识问题

进行解答；

3）牢记直播内容不是学生喜欢的游戏、电影，而是抽象难懂的自然学

科，所以课堂上要师生共“演”，采用讲 15 分钟左右+平台互动（灵活采

用随机提问、讨论、头脑风暴、即时全体回答等形式）交替进行讲、练、

问、答、测、评等活动，紧紧拉住学生“不掉线”，下课前 10 分钟左右对

学生课堂学习情况进行测验及分析点评；

4）全程利用平台互动，全过程、全方位、全员采集课堂学习信息，学

线上授课课程设计与实施



生只要参与就能用数据体现，交互为体、数据为器，对线上授课学生参与

数量、学习质量等进行展示点评，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好的更好，

差的变好，线上课程形成正向循环，实现线上课程“有效”和“可衡量”。

2.课下

1）答疑。为保证学生学习问题及时解决，采取如下形式答疑：①直播

课结束教师不下线，给学生答疑时间及时解决线上听课问题；②在 MOOC
答疑交流区及 qq 群对学生学习中问题及时答疑指导；

2）预习与复习。通过 MOOC 等学习平台为学生每次课精选合适的线上

学习微课或课件，利于不同层次学生进行基础知识课前预习，难点重点课

后巩固和拓展提升；

3）布置实质等效课下书面作业。为保证线上授课和课堂授课任务要求

一致性、等效性，对于线上平台不能有效进行的计算题、绘图题或项目化

案例实训等书面作业，按课堂教学要求进行课下布置、线上批改点评，利

于学生知识拓展和技能巩固提升。

三、实质等效线上教学活动展示

1.《水力学》课程



《水力学》课程过程学习情况

2.《水利工程文件整编与管理》课程



课上线上完成提交思维导图

四、体会

1.无互动不课堂，多点评促向上。线上授课要加强互动紧拉学生不掉线，采

用平台收集信息及时答疑点评，利于及时鼓励、改进和纠偏，确保线上课程“有

效”和“可衡量”。

2.精心设计、善于引导，学生都会出彩。本期线上授课与传统授课一样，布

置了线下计算、绘图任务，作业保质按时完成，提交率 100%；分组合作布置的

项目实训，每组也能按时完成提交，课上布置总结课程知识的思维导图，课上完

成 90%，按时 98%完成，学生潜能无限，只要交上精心设计、善于引导，学生

人人都会出彩。

3.多疏导、共渡难关。宅家线上听课，学生天天面对手机、电脑容易急躁，

再加上网络流量因素及学习氛围影响，教师要及时疏导学生，培养学生自律能力，

通过寄教材、送流量及发资源，尽力帮学生解决线上学习困难，鼓励学生坚持住

共渡难关。

4.有预案不乱、有准备不慌。网络上课有些不确定因素，每次上课前教师要

有多种应急预案，做到线上授课从容有序进行。

5.提供优质实用资源+调动学生学习+及时了解学得怎样+及时反馈点评问

题，就能实现身在家而心在学、实质等效的线上授课。

6.应对危机，化危为机主动求变，一场课堂教学革命正在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