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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时刻 “花式”互动 MOOC 传递爱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走进桥梁》在线教学案例

课程名称：《走进桥梁》（第八期）

教师简介：余丹丹，女，副教授，中共党员，湖北水利水电职业

技术学院的信息化教学改革的优秀代表，主讲道桥专业核心课程，老

师在教学过程中曾获得全国建筑类数字微课大赛最佳课题奖、信息化

教学省赛奖项、全国水利职教新星，全国水利职业教育优秀教材等省

部级奖励 16 项，对于基于课程平台的翻转教学有深入的研究和丰富

的经验，多次在国内进行专题讲座，高级工程师的她主讲道桥专业课

程，在行、企业内部也有较强的专业影响力。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作为 MOOC 课程全网在线开放持续运营近四年时间，面向

在校师生、企事业、社会等学习者，主要是为了适应现代高速发展的

交通行业，展现了桥梁的发展历史、桥梁的建设技术等内容。

课程累计选课人数 21140 人，累计互动次数 27924 次，本学期选

课班级三个班，共 832 名学生来自 6所学校，其中主要学习对象为本

校（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课程资源量大，视频总数

327 个，测验和作业习题数 1047 道，课程公告 5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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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线教学组织与实施

《走进桥梁》课程本着“特殊时期，隔屏不隔爱”的理念宗旨，

在原有的 mooc 课程资源基础上，从教学设计、教学实施等各方面做

了优化升级。采用超星直播、腾讯课堂结合超星学习通等软件进行在

线教学。线上教学除了教学内容的专业知识外，需要更加重视大学生

网络学习与终身学习能力，提高专业素养，提升就业能力。

每堂课前除了发布预习内容外，也会随时对原本已经精心设计的

内容做必要的调整甚至是彻底推翻。原有的录课的教学模式缺少了与

学生的课堂互动，特殊时期的每节课则采取直播互动的方式进行教

学。直播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通过互动区域和学生进行适时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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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老师及时调整教学进度。在直播讲课的过程中，注意关注互动区

域，学生如果有疑问，会适时进行答疑讲解，及时和学生互动。在课

程直播讲解中或者在课后辅导时，通过“挖坑”式的问题与学生互动，

考查学生的掌握程度，并在结束前一到两分钟进行总结，活跃在线课

堂气氛的同时，也强化了学生学习目的。为了活跃线上课堂气氛，利

用课前时间，将镜头对准了武汉樱花 5G直播现场，活跃了课堂气氛，

减轻了学生的视觉疲劳。

课后发布课程回放、满足学生学习条件和个性化学习差异的学习

需求，通过学习平台发布签到统计及学生成绩统计情况，及时督促未

完成任务学生。作业设计上设置了两个层次，“学中做”和“学后做”，

“学中做”作业通过跟随课件视频完成本堂课练习，“学后做”作业

则有一定的难度和综合性，巩固知识点的基础上，实现知识的迁移。

在课程的不同节点和课后，设置问卷、讨论等，并根据反馈的数据和

信息在进行后续课程开展。这些调查和讨论不是随意的，必须来源于

真实教学，那么在课上，特别是课后的辅导尤为重要，且需时时、事

事响应。这样有利于增进师生间的交互，掌握课程实施情况，更能加

强学生对课程的“粘性”，维持或加强其学习动机。

课程思政设计体现了全过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 始终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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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利用超

星学习平台 PBL 的功能，采取项目为导向，小组做任务的模式进行教

学，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例如关于火神山医院“中国速度“的讨

论得到大量同学回复，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主义情怀。

三、特色与创新

由于是在疫情特殊时期，全网络在线上课，对于运营多年的 MOOC

课程也需要升级改变，特别是以前的 SPOC 的课程线上线下结合的教

学模式的改变，在突出教学设计的改变下，如何体现通过互动吸引学

生来主动学习是当务之急。创新的全方位 360 度花式互动手段让学生

们体会关心感受爱，在无形的快乐中学习。

1.初见面互动

你我初次见面除了看颜值，也看内涵，自我介绍不可少，课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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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学分获取、疫情特殊时期的情感联系都在课程显眼的地方出现。

哪怕是问你签到的次数也是对你是否阅读开课前要求的检阅互动；开

学第一课的一封信，是抗击疫情特殊时刻的定制， 老师通过音视频

的形式展现信里的内容，表达的情感直观的感染着每一位听众同学，

请大声朗读出这封信，是对大家的互动要求。

2.指令互动

每次固定时间的签到、日常通知的发布并不是冰冷的指令，而是

温暖的心情表达，是柔声细语的寒暄。签到作为电脑冰冷的到课统计

命令，在《走进桥梁》课程一直被老师冠以想念的声音，分享天气，

表达问候，让获得认同感的同学们积极与老师签到互动，让发布的通

知也变得异常关注和喜欢。各类能够引起同学们注意的话题讨论是课

程实施当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俏皮的语言更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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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约互动

作为课程教学实施的重要环节就是课堂直播，每次相约的直播课

堂中，大家最为欢乐、互动最频繁也最为直接。在语言交流中，你难

道不想看看屏幕背后的人吗？能够在屏幕里看到老师的面貌，读懂老

师的心情，继而表达自己的心里活动，这难道不是一种互动。所以，

只要有条件，老师就会露脸直播，并且邀请同学连麦或露脸，这样的

互动极大的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当然直播间的抢答、做题的互动比比

皆是。然而学生个体的差异性，总有些默默的学习者，不爱讲话不爱

回复的学习者，此时的“直播间记录”、“直播间笔记上传”作业给

到他们的不仅仅是一次作业的提交，而是表达你的学习态度的通道，

一种独特的与老师互动的方式，这种方式让这一部分同学的情感有了

输出渠道。当然后续的优秀笔记评选活动也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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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生互动

特殊的疫情时期，老师与同学们不仅不能见面，同学们之间难道

就没有想念吗？当 PBL 项目驱动、小组协作的任务清单给到同学们

时，同学们异常活跃，大家积极分组，小组成员之间积极协作交流，

各小组暗自比拼，提交的成果满意度是相当高的。借助学习平台，本

课程开展了两项 PBL 活动，活动中，学生可以自评打分，小组成员之

间打分，小组长打分，老师打分等多项评价体系，通过电脑后台统计

了各小组之间的活动轨迹，这个轨迹就是生生之间的互动，这也是老

师欣然所见。这种互动对于增进同学之间感情，提升对学习内容的认

知度有这预想不到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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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常互动

3、4 月份是春暖花开的时节，看到朋友圈刷屏的都是春天的气

息，同学们应该也想拍照诉说对春天的向往把。“送你一枝春”的线

上互评作业，给每位感受着这个特殊春天到来的同学，提供了一个抒

发感情的渠道，学生们欣然而至，用手中相机抓住了春天的气息，送

给了其他同学和老师。后续照片评选活动紧跟其后，让同学们持续互

动，持续关注。其中一张“没有春天”的照片引起大家的广泛热议，

这也引起老师的关注与关怀，进而一对一互动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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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日、世界地球日，只要是叫得上名字的日子，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互动的手段，这样贴近学生生活，贴近学生心里的互动作业，正是他们想要的。

6.深层次互动

课程反思作为在线教学的关键一步，是老师们的必修环节，但作

为师生之间深层次的互动方式实在别致。课程反思，教学问题暴露于

人前是需要勇气的，是会得到大家的监督和关注。当然看完老师心里

剖析的学生们的反思是不是也应该互相往来呢。往往意想不到的收获

就在一瞬间，同学们的反思、同学们的反馈激励着我做好在线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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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施中的互动无处不在，抛开直接的一问一答，360 度全方

位的互动方式可以用来吸引学生自发学习、自主学习、持续学习并学

有所得，这才是在线教育的真谛。教育本就是情感的交流，做一门有

温度有维度有深度的课程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