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城建大学 2019-2020 学年春季学期线上教学质量报告

天津城建大学 2019-2020学年春季学期线上教学于 2月 24日按照课表计划

准时开始。截止 3月 2 日，562名教师开出了 332 门、累计 2013 门次的在线课

程，参加在线学习的学生达到 139072人次。学生的平均到课率为 98.04%，师生

间平均互动时长达 55.76分钟。线上教学有序进行。

一、线上教学方案

尽量采取简单易行的方法进行线上教学，减轻师生的负担和网络的负担，确

保教学可以顺利开展。教务处对教师采取的教学方案不做硬性要求，教师根据自

身专长和课程性质制定课程的教学方案。教务处给出以下参考方案：

方案 1：采用学校已建成的在线课程资源或选用中国大学MOOC等 22个在

线课程平台的相应MOOC课程作为视频教学资料，结合教学日历和课件，指导

学生自学；在课表安排的时间内，通过学习通、雨课堂、腾讯会议、QQ、微信

等平台完成辅导、讨论等教学指导工作，时间控制在 45分钟左右。

方案 2：对不具备合适在线课程资源的课程，利用超星、雨课堂、爱课程等

平台建设课程，通过短视频、PPT等形式进行线上教学，开展讨论、答疑等教学

工作。

方案 3：对不具备在线学习条件的学生，采用电子版教材，结合教学日历和

课件自学；任课教师通过 QQ、微信等方式对学生进行教学指导。

方案 4：对不具备任何网络条件的学生，以自学为主。任课教师给学生邮寄

教学材料，通过电话布置学习任务，定期答疑，返校后再安排集中补课辅导。

要求教师提前准备包括以微信群为基础的教学方案在内的多种方案，特别是

第一天，以应对网络的不确定性，保证教学工作顺利进行。

二、线上教学实施情况

任课教师通过建立课程学习群、推送教学材料、制作视频、与学生进行开课

演练等方式，完成开课前准备工作；按照课表安排进行线上教学时，根据网络情

况变更教学方式，保证课程顺利完成；课后及时交流，完善授课方式。教务处和

各教学单位的管理人员全天值守，随时沟通课程进行情况，分享好的优质平台信

息，为教师做好参谋。开学一周来教学工作平稳推进。

三、任课教师反馈



“短时直播+自学+答疑”的形式挺好的，学生不累，耗费流量也不大，老师们

也有发挥空间。短时直播，老师的出境或出声使学生有在教室上课的亲切感，使

在线课程有了灵魂。因为提前预演了多次，学生和老师对网络平台的使用都很熟

练，同学们也非常的配合，有些学生还饶有兴趣地帮助老师挖掘各软件的功能，

有些重修的学生主动找老师，旁听课程，提前开始学习了。上课有好多同学问问

题，有些平时上课不好意思问的也问了，已经下课了学生们还在问个不停，感觉

这样上课挺有意思的。老师们总结第一周的线上教学：开课第一周，忐忑与紧张，

前进与努力，分享与交流，都有收获，新事物发展过程中，总是在振荡中调整到

最优。紧张忙碌的第一周线上教学工作顺利完成了，大家近一个月的努力没有白

费，我们是棒棒的！加油，持续改进，不负韶华！

四、学生反馈

开课后第一时间，教务处组织了针对全体参加线上学习学生的问卷调查。调

查结果如下：

1.对采取线上自学+课上答疑讨论的教学模式评价。此问题主要调查学生对

全新的教学方式的接受程度，（满分 5分 1-5分分别对应表示非常不满意、不满

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下同）。调查显示有 60.9%的学生表示满意，平均

分 3.80。

2.对采用雨课堂、学习通、微信等组织教学活动的评价。大部分学生是第一

次接触雨课堂、学习通这类教学平台，此项调查是反映学生对此类平台的满意程

度。调查显示超过五成以上的学生还是比较满意的，平均分 3.64。



3.对教师提供的教学内容的满意度。教师提供的线上教学内容，除了指定公

开课程平台上的精品在线课程外，教师还要提供电子版教材、授课 PPT、章节检

测题、作业题等等内容。调查显示，学生对教师提供的教学内容评价较高，满意

率达到 84.5%，平均分 4.29。

4.师生在课上的互动情况。学校要求线上授课教师，增加与学生的交流、互

动，以督促其紧跟教学进度，保障线上学习效果。通过调查显示，学生们对课上

互动表示支持，满意率为 73.1%，平均分 4.07。说明大部分学生有参与课堂教学

的意愿。

5.学习效果。调查显示超过 55%的学生对线上学习的学习效果满意。同时也



看到有超过三成的同学感觉一般。说明这种全新的线上教学模式对学生来说是新

鲜事物，同时也是检验自觉性、自律能力的一把标尺。一部分同学还在逐渐适应

的过程中。

6.网络情况。在六项调查中，网络情况的调查结果比较低，满意度为 48.1%，

平均分 3.44。这也符合预期。单靠学校目前的技术手段，很难解决网络问题。因

此需要学校在政策引导上下功夫。

五、督导专家反馈

为加强线上课程教学的质量监控，学校发布了《延期开学期间线上教学质量

监控方案》。以校级督导专家、各教学单位主要领导、院级教学督导以及各单位

指派的线上教学质量监控员和教务处为主体，重点监控线上教学资源选择的有效

性、线上教学计划执行情况、课程内容准备情况、教学开展情况、学生学习积极

性以及学习成效等方面。督导专家主动与被督导的课程负责人进行对接，进入课

程教学班联系群，从而方便督导在群里可以考察学生签到情况、教师的答疑情况、

作业布置情况和完成情况等。经过一周的督导，专家们一致认为：

1.学校为抗击疫情保障教学的举措是得当、合理的，工作方案和监督方案的



安排缜密、科学。

2.教师的工作积极性高，恪尽职守，想方设法完成教学任务。当开课初期因

网络压力导致软件卡顿时，教师们很快通过腾讯会议、qq学堂、微课堂等软件，

建立了视频课程教学，说明老师们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根据实际情况快速调整教学

方式，保证教学目的的达成。

3.教师们教学准备工作普遍认真而细致，与学生沟通主动积极，教学质量有

保证。教师们对每一次视频直播都进行了精心、细致的准备，讲课语言简练、流

畅。课下通过微信群、qq群与学生的互动也很频繁，很友好。

4.逐渐形成了比较成型的线上教学模式。老师们基本上都对原来的计划进行

了修订，形成了如“腾讯会议（或 QQ 学堂+）+中国大学MOOC（或超星）的

教学模式，这种以在线视频直播教学为主，线上平台的资源为辅的教学模式把教

学的主导权牢牢地把握在教师的手中，能够保证引进的教学资源对学校的人才培

养目标形成有力的支撑。

六、面临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1.由于疫情突然，又正值春节放假期间，在确定按时开课，以线上教学方式

完成授课的原则下，广大教师还是感到了很大压力。一方面学校并没有足够数量

的优质在线课程储备，线上教学没有依托；另一方面，大部分教师缺乏线上教学

的经验，更不熟悉线上教学的相关技术。

采取的措施：针对学校自建在线课程储备不足的情况，鼓励授课教师选取教

育部公布的 22个公开在线课程平台上的优质在线课程，并结合本校课程的教学

大纲进行认真比对、筛选。要求教师在确定首选课程的同时，至少要在不同的课

程平台上选择一门备选课程，防治出现网络拥堵造成的课程平台瘫痪问题。由于

大部分教师缺乏线上教学的经验，教务处和教师工作部积极联系相关教学平台的

技术负责人员，以在线会议的方式组织了多场技术培训会，并备齐全套线上教学

技术指南发给全体授课教师。同时，为了随时解决教师建课、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在微信群安排了专职技术人员，全天候为教师解决疑问，保障线上教学的顺利开

展。

2.由于教师使用的教学平台主要是学习通和雨课堂，导致平台的流量压力较

大，多次出现上课时间段内无法登陆，部分课程到达上课时间时不能及时给学生

发送上课提醒、班级邀请码；上课中途发生学生断线；课上的练习题发送有困难，



教师端无法即时获取学生参与学习的有效反馈数据。虽然教师通过 QQ群或微信

群及时通知学生更换平台或更改教学方式，尽量弥补出现的问题，但实质上对正

常教学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拥堵时间 1-6节都比较严重，第 7-8节明显好转。

采取的措施：要求教师制定多种预案并进行预演预练，做好解决突发情况的

充分准备。同时建议学生提前完成网络视频课程的学习，避免造成集中上课时间

网络压力过大。经过对一周线上课程实际效果的反复比较，总结出以学习通、雨

课堂等平台统计学生学习过程数据，以 QQ群、微信群等平台作为课前、课后的

答疑交流工具，以腾讯会议平台作为课上直播互动工具，这样的一套较为简捷、

可靠的解决方案。任课教师对由于网络或软件问题未能按时上课或被平台挤出的

学生，通过其它方式补课，确保不落下一个学生，不落下一个知识点。

3.教学理念转变不足。部分教师尚未适应线上教学，没能积极调整教学思路，

未体现出线上教学从“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的转变，仍希望采用长时间直播的

方式组织教学。这种类似传统课堂的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

采取的措施：引导教师转变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中心设计课程。让学生成为

学习的主角，教师成为学习中的示范者，引领者，答疑解惑者。教师在备课过程

中，设计互动答题、增加案例讨论等多种方式，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吸引学生主

动参与学习。

4.学生的学习条件和自学能力有较大差别。一方面，虽然绝大部分同学具有

较好的线上学习硬件条件和网络支持，但仍有一部分学生的网络条件不佳、4G

信号较弱，有 18位同学完全不具备上网条件。另一方面，少数学生由于自学能

力和自制力较弱，对这种新的学习形式正处于调整适应阶段。

采取的措施：首先，按照市教委精神，本着“不让一个学生掉队”的原则，对

完全不具备上网条件的学生，采取直接寄送纸质版学习材料的方式，以保证基本

自学条件，同时制定了返校后加强辅导的专项方案。考虑到部分学生网络情况不

佳，信号不稳定，难以满足接收大量视频信号的情况，要求教师尽量减少线上视

频直播的时间，突出学生自学、教师辅导的教学方式。以学生为主的学习方式开

展，需要学生的积极配合。针对一些学生还延续被动学习的惯性，不适应此次教

学方式的变革，我们要求教师尽量细化自学任务，使自学步骤简单明确、自学内

容直观易懂，认真设计每堂课的教学方案，增加互动、交流、讨论环节，加大学

生语音发言的机会，减少学生出现“在线不在学”的情况。



虽然教师和学生还处在逐渐调整、适应的阶段，但总的趋势向好。教师和学

生的反馈信息也从最初的软硬件和网络问题，逐渐向如何提高线上教学质量方面

转变。可见，教学的参与者在掌握了线上教学技术后，越来越关注线上教学的内

涵提升，这必然会引发一场教学方式的变革。后续我校将继续执行现行的线上教

学方案，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并注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积累和总结，为今后学校

教学方式的变革和教学效果的提升积极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