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线课程整体做法

——携手战疫情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网上课堂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教育厅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网上教学的指导意见，

确保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有效开展教学工作，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高度重

视，及时进行安排部署，及早组织研讨落实，2月初就制定了网上教学工作方案

和应急预案。同时立即启动教师培训、网络测试、平台搭建，进行积极准备。2

月 10 日按照预定开学时间，开启了“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网上教学工作，

构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网上课堂，扎实推进网上教学工作高质量开展。

网上教学工作全面开展以来，广大教师转变教学理念，认真履行教书育人职

责，结合疫情防控和网上教学实际，积极重构课程内容、创新教学实施、转变角

色定位、发挥网络优势、关注学生成长，以学校为主建设的智慧课堂作为在线教

学主战场，配合中国大学 MOOC 平台、爱课程平台等多种形式进行网上授课，网

上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各层次开课班级 372 个，网上在线学习学生 12042 人, 网

上指导毕业设计学生 5386 人，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提前谋划，科学研判，吹响在线教学集结号

重构课程内容,讲好抗击疫情故事。把疫情把灾难变成教材，上好爱国主义

大课，上好敬畏生命大课，上好社会责任大课，上好规则意识大课，上好爱与感

恩大课，让学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同频共振。

疫情发生后，特别是省教育厅厅长郑邦山同志讲话以后，马克思主义学院多

次召开专门会议，开展专题教研活动研究如何把灾难当教材、把困难当磨砺，做

到在灾难面前与国家共患难、与人民共进步。把疫情危机化为教育契机，让学生

切实增强四个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中

国梦。思政教改办连续下发了《关于做好近期思政教改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

《关于开展“万众一心战疫情”主题作品征集活动的通知》、《平职学院关于开展

抗“疫”优秀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建设活动的通知》等通知指导全校思政教改工

作。

马克思主义学院积极开展网上集体备课研讨，备教材、备问题、备案例、备



学生，研讨教学内容、组织教学素材、推进教学改革，引导学生认识到战“疫”

中的中国精神、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制度的优势，强化爱党、爱国、爱民

情怀，不断提高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

提高思政课“铸魂育人”的教学效果。

二、快速响应，勇于担当，打响在线教学护卫战

调整硬件，优化扩容，为在线教学提供基础保障。对智慧课堂在线教学平台

进行优化扩容。在前期 5台服务器的基础上，临时紧急调配 3台服务器构建新集

群，形成 1 台负载均衡服务器、3台应用服务器、2 台缓存服务器、2 台数据库

服务器的新架构，将并发用户数由原来的 3000 提升到 6000。为保障线上教学平

台的稳定运行，对数据中心服务器集群、安全设备、出口设备等进行维护和性能

调优，与厂商工程师密切合作完成对线上教学软件平台的实时监测与优化工作。

落实责任，筑牢防线，加强网络安全管理和检测。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加

强网络安全管理。做好了课前、课中、课后对数据中心服务器集群、网络设备、

出口负载、软件平台等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处理。严格执

行疫情防控期间 24 小时网络安全监测，密切关注网络安全最新预警信息，及时

进行网络安全加固工作，强化个人数据保护，做好了防攻击、防泄露、防窃取和

应急响应工作。

做好流量实时监控



编写“攻略”，编制“指南”，组织培训，服务师生。第一时间编写了《平职

学院 2020 春季延期开学在线教学攻略》，对教学管理、网上教学、学生管理等相

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解读。通过“平职学院智慧校园”公众号进行发布宣传，阅

读量达近 8000 人次，起到了较好的服务效果。同时，编制了《智慧课堂教学平

台使用手册（教师）》《智慧课堂教学平台使用手册（学生）》《企业微信“群直播”

功能与远程教学》《视频会议操作使用指南》等使用手册 11 个，上传至现代教育

技术中心官网资料下载栏目，供师生随时下载，提高学习使用查询效率。同时，

编制了《智慧课堂教学平台使用手册（教师）》《智慧课堂教学平台使用手册（学

生）》《企业微信“群直播”功能与远程教学》《视频会议操作使用指南》等使用

手册 11 个，上传至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官网资料下载栏目，供师生随时下载，提

高学习使用查询效率。

做好技术服务

在线教学开始后，现教中心白天收集大量的教学数据及截图，记录下相关师



生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进行答疑汇编，与企业共同升级完善系统功能。

同时做好了推广宣传工作，编辑刊发了“一场在线教学的飓风行动”的新闻报道，

并被中国平煤神马第一资讯、河南省电教馆官方媒体、河南教育信息化等媒体引

用转发，较好的提升了学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三、智慧管理，探索一条自我成长的教学理念创新之路

开启智慧管理，关键数据一目了然。根据用户不同的身份，可直观展示多维

度的教学大数据，学校将看到整个学校所有师生的教学大数据概况；教师将看到

所教学生的教学大数据概况；学生则可以看到自己的学习大数据。

在线教学第一天（2 月 10 日），数据看板显示：班级课程总数共 1897 门，

教案共享次数 200 次，资源使用次数 15906 次，课堂报告总数 249 份，课后作业

完成率 100%，学生整体满意度 96.4%。目前，累计新增教学资源 277779 个，资

源使用次数 73439 次，新增课堂教学报告 16154 份，学生整体满意度已达 97.7%

（4 月 23 日数据）。

全校教学大数据（2 月 10 日） 教师教学过程数据（2 月 10 日）

记录用户轨迹，方便改进提升。用户轨迹是指按发生时间记录用户所有的工

作与任务，如教师每天的在线教学工作、学生每天的在线学习任务等。教师回顾

日程轨迹可以进行教学反思，优化教学过程；学生通过回顾则可以查看之前的任

务完成情况与错题，复习、提高更有方向。



某学生在线学习 2 周后的数据统计

某教师授课过程中的实时数据展示

数据为“尺”，让教学更精准。老师们应该都面临过这种情况：一堂精心设

计的课程上下来，同学们究竟掌握了多少、设计的教学活动是否有效，这些往往

难以作出客观分析和量化测评，很大程度上都要凭借老师的经验主观评断。但利

用智慧课堂信息化分析模块，教师可以从多维度全方位了解到学生的学习数据与

自己的教学数据。通过智慧课堂，教师可以了解到学生的做题情况、时间分配、

错题情况，上课也就更具针对性，能将珍贵的课堂时间用在解决“刀刃性”的问

题上。



某教师在线教学 2 周后的统计数据

自 2月 10 日线上教学开展以来，现教中心通过大数据多维分析技术，实时

关注广大师生线上教学情况，不断优化、改进软硬件环境，持续提升网上教学体

验。以视频教学资源大数据为例，最近 30 天（3月 24 日-4 月 22 日）学院智慧

课堂新增教学视频 3698 个，播放 76 万次，有效播放时长近 231 万分钟。

教学数据分析

四、创新教学实施，转变角色定位，奏响“云间”教学好声音

网上教学空间场所的转变，要求教师角色定位也要随之改变。广大教师坚持

以学生为中心，主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网上学习，用好网上师生互动，利用网上

教与学中的各种互动数据的采集和分析，督促和监督学生学习的学习效果。

自动化与工程学院坚持做到“四到位”，即课前沟通到位，软件测试到位，

反馈教学到位，线上督导到位；充分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保证了网上

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汽车工程学院加强网上课程教学反思，每节课后教师都要

对课程进行总结评价，大家相互督促、相互讨论学习，共同解决难题，提升网上

教学质量。机电工程学院探讨“四配四检”教学法，加大与学生互动力度，增强

学生学习实效。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构建了“智慧课堂+第三方平台+群管理”

的授课及“五备、四提前、两签到”的课堂管理模式，充分考虑网上教学实际，

积极转变教学理念，多点引导学生积极学习。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侵袭，改变了教学的地点、

手段和方式，当宅家学习成为必然选择，当线上教学成为唯一途径，当“云间”

课堂成为当下“时尚”，面对形与势的深刻变化，如何确保“停课不停教”的教



学质量，如何确保“停课不停学”的学习效果，机电工程学院未雨绸缪，拨开疫

情催生的线上教学迷雾，提出“重构教学长宽高三维空间”的科学适应之道，着

力下好先手棋。

“以短为长”，重构教学之“长”。教学之“长”，指知识和技能点连线的长。

线上教学与传统教学形式上的巨大差异，使得继续按部就班的传统教学内容大水

漫灌的方式难以为继。传统教学 10 分钟能够完成的讲授，线上教学可能 20 分钟

不一定完成。为此，机电工程学院提出课程要在保证主要知识和主要技能的前提

下，打造精致教学内容，剔除抽象、繁琐、冗余、非必须内容，推行“精准滴灌”，

哪里是重点，哪里是焦点，就“滴灌”哪里，实现教学内容的精致化、短平化，

重构教学之“长”。

“合纵连横”，重构教学之“宽”。教学内容的精致化，压缩了传统教学内容，

内容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学习深度和宽度的降低，所谓“了解唐诗三千首，不如熟

记唐诗三百首”。为此，机电工程学院提出课程在精致化内容之后，要围“点”

打“援”，即围绕“知识点”和“技能点”，综合运用“直播”“视频”“动画”“仿

真”“富文本”等“声光图像”外援的“合纵连横”，达到教师浇透知识、学生掌

握知识的目的。

“化疫为教”，重构教学之“高”。教学之境在于育人，教学之品在于树人。

有灵魂的课堂一定是与时代同频、与国家共振。疫情的发生，作为天然的教材，

用彩绘的方式诠释了中国力量、民族精神、制度优势，用跳动的线谱佐证了人民

第一、生命至上、英雄辈出。为此，机电工程学院在开课之初就明确要求所有任

课教师，要善于“化疫为教”“化疫为材”，因时因地制宜，以抗疫之精神，涵养

教学之品位，重构教学之“高”。

将兵齐上阵，“云间”教学有良方。“一条鞭法”教学良方。李全胜老师讲授

的《液气压传动技术》课程，采用“智慧课堂+QQ 直播教学”的方式授课。他探

索实施了“一条鞭法”教学模式，即明确课程和课堂目标，就像手握鞭柄一样；

理顺课堂设计思路，就像坚韧的鞭绳一样；丰富的教学活动，就是舞动鞭子所波

及的范围、涉及到的信息；良好的课堂互动和育人效果，就是挥舞鞭子甩动出的



音爆炸响。网络教学中，他持之以恒贯彻“爱护学生”这一精神，恰如其分运用

“赏罚二柄”，把属于课程思政的内容，润物无声地融合于专业课程教学全过程。

“一条鞭法”教学法

“双标双驱”教学良方。尚姝钰老师讲授的《组态控制技术》课程，同样采

用“智慧课堂+QQ 直播教学”的方式授课，她创新实施了“双标双驱”教学模式。

“双标”指教学目标采用“形势政治育人+专业能力育人”双目标，每一次课程

设置育人主题，通过疫情防控的视频、漫画、历史、信念等主题塑造大学生的家

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意识。“双驱”指教学过程采用“学习心理驱动+学习任务驱动”

双驱动方式，课堂中结合疫情防控，将心理学知识贯穿其中，让学生从内心树立

终身学习的信念。每次讲课前将学习任务卡下发，让学生明确学习任务，带着问

题学，主动解决问题。

“双标双驱”教学法

“四配四检”教学良方。刘洋洋老师讲授的《电气控制与 PLC 技术》，借助

中国大学 MOOC 平台和“慕课堂”，以课堂模式的求新求变谋求教书育人的原汁原

味。他创新“四配四检”教学模式，推进学习流程和制度再完善。“四配”指每

一讲视频，同步配套随堂测验；每一个任务，同步配套课堂讨论；每一个模块，

同步配套单元测验或单元作业；每一周的课程学习，同步配套建立个人学习任务

完成档案。“四检”指课前微信接龙签到班级首检；课中“慕课堂”点名、问答、

练习教师随检；课后单元测验和单元作业通过中国大学 MOOC 管理平台全检；学



生个人学习任务完成档案每周专检。

“四配四检”教学法

疫情无情，老师有爱。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虽然阻断了广大同学到校

求学之路，但却不能阻断广大教师隔空传递爱。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广大教

师将继续坚持只改变教学模式，不改变教学目标的原则，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通

过网上课堂的精心组织与实施，保证网上教学与线下课堂教学质量实质等效，努

力呵护好同学们的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