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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师范学院
本科课程在线教学运行质量报告

（第七周）

一、整体运行情况

本科课程在线教学第七周，共开出课程 719（1538 门次），

554 名（1566 人次）教师参与线上授课，2306 个教学班，116563

人次学生参与线上学习，学生出勤率达 99.9%；组织线上讨论 8425

次，线上答疑 27862 次，作业布置及批改 2988 次；课堂外线上讨

论、答疑、作业批改时长达 1781 小时。课程平台选用方面，中国

大学 MOOC、智慧树、超星尔雅、雨课堂使用占比分别为 22%、11%、

8%、6%，我校网络课程平台使用占比 11%。

选用课程平台一周数据

星期 中国大学 MOOC 超星 智慧树 雨课堂 本校课程平台 其他课程平台

一 110 47 58 32 42 219

二 108 36 55 35 63 235

三 86 31 33 21 45 146

四 105 39 51 32 48 221

五 101 35 50 30 55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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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课堂共开课 1304 节，占所有开课课堂的 64.1%。其中，

钉钉直播使用占比 48%，腾讯会议使用占比 26%，腾讯课堂使用占

比 14%，其他直播使用占比 12%。

选用慕课1191门次，其中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565门次，

选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46 门次，其他精品课程 380 门次。

选用直播平台一周数据

星期 腾讯会议 腾讯课堂 钉钉 中国大学 MOOC 雨课堂 超星 智慧树 其他直播平台

一 69 52 149 11 17 15 22 12

二 73 53 156 6 9 11 16 5

三 68 22 111 2 3 3 6 4

四 86 50 164 2 2 3 4 2

五 80 35 136 3 3 4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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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本科课程在线教学状态平稳。1566 人次授课教师对学

校教学运行状况进行了评价，评价“较好”以上的占比 96%，评价

“一般”占比 4%，无“较差”以下评价。

整体看，本周线上教学运行平稳、有序。所有课程均按时开

课，课堂教学效果良好。

二、在线教学变化趋势

1.直播课程比例连续 7 周上升，本周直播率较上周上升 1.7%，

较首周开课增长 17%。

教师评价课堂教学一周数据

星期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参评教师人数

一 93 233 15 0 0 341

二 94 240 13 1 0 348

三 64 188 10 1 0 263

四 102 220 14 1 0 337

五 80 185 12 0 0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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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线上讨论、线上答疑、作业布置及批改次数及课堂外

线上讨论、答疑等时长等四项数据比例 6 周上涨后，趋于稳定。

三、教学状态数据监控情况

第一，坚持每日统计分析在线教学运行数据。对教师每日在

钉钉中填报的教学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比较数据，将数据用以

指导在线教学建设，核心数据上报省教育厅高教处。

广大教师积极参与每日的教学反馈，从改善教学手段、不断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等多个方面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线上教学需

周次 星期 线上课堂 直播课堂 直播占比 平均占比

第一周

周一（3月 2日） 441 155 35.1%

47.1%

周二（3月 3日） 405 165 40.7%

周三（3月 4日） 251 127 50.6%

周四（3月 5日） 459 256 55.8%

周五（3月 6日） 392 208 53.1%

第六周

周二（4月 7日） 543 345 63.5%

62.2%
周三（4月 8日） 409 250 61.1%

周四（4月 9日） 501 307 61.3%

周五（4月 10 日） 432 275 63.7%

第七周

周一（4月 13 日） 508 347 68.3%

64.1%

周二（4月 14 日） 532 330 62.0%

周三（4月 15 日） 362 220 60.8%

周四（4月 16 日） 496 314 63.3%

周五（4月 17 日） 408 270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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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老师精心设计，不断探索教学方法，与学生进行互动，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学习热情有所下降，老师要多关注学生的

课堂表现；增强学生学习自律性是线上教学的育人的一个难题，

基于此，教师需做好学生自学指导，明确自学任务，有效督促学

生课前自主预习，做好课后监督与反馈；及时检查学生作业，督

促学生课后自学复习巩固；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加强课堂对学生

核心能力训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个别线上课堂网络状

态差，良好的网络环境仍是确保线上教学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

线上教学考察目标纬度太多，增加平时成绩统计难度，增加太多

额外工作量。

第二，继续开展教师每日组织线上讨论、辅导答疑、作业批

改等数据统计工作。教师积极开展课上课下的线上讨论、辅导答

疑，充分展示了广大教师无私奉献、投身教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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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评估中心组织在线教学质量监控工作。本周共听课巡

查本科课程课 78 节，其中学校督导听课 42 节，教学管理人员听

课 36 节。

第四，学生处每日统计在线学习学生出勤情况。本周缺勤学

生 89 人次，其中请假 58 人次，旷课 19 人次，因网络环境无法参

与课堂教学 12 人次。历史与文化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整周出勤

率为 100%。

第五，存在问题及整改建议

问题和不足：一是个别课堂教学方式单一，长期仅为在微信

或QQ平台以文字和语音的形式开展教学，且对课堂教学缺少监管，

学生处于较为松散的状态。课堂上大部分时间教师的教与学生的

学是分割开的，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很少，参与互动的也仅是固定

少部分学生；二是对于体育艺术类课程及实验实践类课程资源较

少。实验课程无法开展硬件实验，只能进行仿真。虚拟仿真项目

资源不足，尤其是专业课实验仿真甚少。导致理实一体化课程和

实训课程在线教学较难实施。另外还有线上课程资源所使用的教

材与学校原有教材存在不配套问题；三是本周有 46 人次教师未按

时填报数据：东方语言学院 4 人次、法学院 2 人次、化学化工学

院 2 人次、教育科学学院 3 人次、经济与管理学院 6 人次、历史

与文化学院 2 人次、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人次、美术与设计学院 7

人次、数学科学学院 2 人次、文学院 6 人次、物理与电子工程学

院 5 人次、西方语言学院 3 人次、音乐与舞蹈学院 2 人次。计算

机与信息技术学院、应用英语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体育

科学学院所有教师均按时填报。

整改建议：一是线上教学开课已 7 周，教学模式已基本形成，

课堂教学不应仍采用单一、简单的教学方式，要结合自身课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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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借鉴优秀线上典型课程案例，充分利用优质精品课程资源、

教学平台和工具开展混合式教学；二是每节课教师要结合教学目

标和教学重点难点，有针对性地对教学内容进行精雕细琢，互动

教学过程中加大互动反馈频度。形成线上教学教学路径闭环，即

教师发布预习自学要求、学生进行直播课前的预习、直播课堂及

课后有重难点讲解、教学互动、学生练习、教学反馈、纠错答疑、

巩固练习、学习效果检测评估等教学环节；三是按照《牡丹江师

范学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本科课程在线教学实施方案》要求，

各单位做了第 1-4 周线上教学安排，准备第 5-8 周的课程教学资

源，并停止一切实习、实验、实训等实践活动。按照疫情防控实

际情况和学校线上教学整体安排，各二级学院要做好所有课程开

设网课并长期线上教学的准备，对未开出的实验实践类课程，按

应开尽开的原则，研究通过虚拟仿真或其他方式开展线上实践实

验课程。四是确保线上教学质量，积极推动深度学习弥补在线学

习不足（节选《中国教育报》2020 年 04 月 09 日第 2 版）。

与传统课堂学习不同，线上教育中的师生处于不同的空间，

师生间的互动频率降低了，教师的监督和指导作用也弱化了，学

生的学习更容易流于浅层，不利于学生知识的整合、迁移和应用，

不利于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1）实现深度学习，需要转变学习目标。与传统课堂教学相比，

学生的线上学习具有碎片化、低监督、低互动、低竞争、低投入、

低理解、低激励等劣势。深度学习要求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能

够以高度的学习投入，有机地整合新旧知识，将知识迁移和应用

到具体情境中，解决实际的问题。

2）实现深度学习，需要加大学习投入。学习投入是影响学生

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在情感上，学习动机是学生自主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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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因素，是发挥学生主体性关键，正确面对在线教学可能面

临的各种不适，如设备卡顿、疑问不能及时得到老师的解答、缺

乏老师的监督、学习效率低下、不能及时与同学分享交流、上课

的节奏与平时不一致等。在行动上，学生需要调整日常作息，确

保充分的学习时间，制定合理的阶段性目标，明确每节课每天每

周的学习要求，遇到问题及时向老师求助，每天保质保量完成各

项学习任务。在认知上，学生需要积极思考探索，理解和内化教

学内容，建构系统性的知识结构，及时复习巩固，及时反思和改

进。

3）通过提问来吸引学生注意力。学习需要注意力长时间高度

集中。线上学习节奏统一，模式单调，相对刻板，更易造成学生

开小差和注意力不集中，导致听课效率降低。而提问是吸引学生

注意力和引导学生思考的最佳方式之一，通过提出问题，让学生

自己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是引导学生逻辑推理和培养思维发展的

重要方式。深度学习要求学生深度理解和把握关键概念，内化知

识，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将知识迁移和应用到具体情境中，

解决具体问题。

4）实现深度学习，需要改善同伴学习互动模式。同伴间的交

流互动不仅是学生社会性发展的关键要素，也是激发学生学习动

机的重要方式。在线教学缺乏时时互动的同伴，降低了同伴间的

交流互动，同时，也减少了学生间的竞争与合作，降低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能否通过寻找同班同年级甚至跨地区的“线上学伴”

来解决这一问题？“线上学伴”可以只有一个，也可以是几个同

学组成的“学伴组”。“学伴组”可以每天按时交流学习的疑惑，

群策群力解决学习难题，分享学习心得，还可以互相监督，通过

互助组的方式从内在动机、学习计划、学习投入、学习策略、理



9

解程度、学习效率、思维过程、学习效果等方面进行监督和反思。

这个过程既增进了友谊，又可以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四、多举措提升线上教学质量

1.完成本科生邮寄教材工作。第一批共计 20000 余册教材，

通过 6300 余份快递于 4 月 9 日—12 日陆续发出；第二批教材 4

月 16 日到货，教务处加班加点，在 4 月 17 日完成了剩余 3000 余

本教材的邮寄。目前，除个别偏远地区外，学生均已收到首批教

材，为持续开展线上教学提供资源保障。

2.我校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赵立萍副教授等讲授的《大学物理》，

在黑龙江省教育厅组织开展了疫情防控延期返校期间高等学校在线教

学典型案例认定工作中荣获首批“黑龙江省高等学校疫情防控延期返

校期间在线教学典型案例”。该案例多次在校内外进行交流分享，给

广大教师结合所选平台及教学工具优势，开展高效线上教学带来启发。

3.继续组织优秀在线教学课堂观摩活动。本周先后推荐东方

语言学院杨毅的《基础俄语 2》、教育科学学院田春艳的《课程与

教学论》、历史与文化学院尹立娜的《工艺品鉴赏与经纪》、法

学院谌雪燕的《商法》、美术与设计学院乔爽的《数字化辅助制

图》、马克思主义学院朱晓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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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学院景云荣的《药物分析》、数学科学霍东华的《高等代

数 1》、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曹佳的《大学计算机基础与应用

（文）》、体育科学学院李树伟的《学校体育学》等 10 门课程，

供全校教师观摩学习借鉴，相互促进提高。

4.继续开展学校官微线上课堂教学展示活动。本周展示的是

校督导李华教授和历史与文化学院臧国铭副教授《妙语人生―教

师语言艺术》课程。课程在智慧树教学平台课程问答环节中，以

发帖的方式强化学生对课程的参与，要求学生达到一定的发帖、

回帖量才能得到相应的学习习惯分，将“课程问答”板块作为课

程思政的主战场，精心撰写话题，引导学生的价值取向，大力弘

扬求真务实之举。通过“翻转课堂”功能，以提供丰富的网络教

学资源、教学模式、考评手段等，强化线下教学的人性化，使师

生互动更加高效有趣。通过“双向语音”功能，充分调动学生参

与课程的积极性，高质量开展课堂讨论，提高了育人质量。

5.继续开展在线教学优秀课程案例展示。先后展示了历史与

文化学院刘宇的《水文学与水资源学》、音乐与舞蹈学院姜涛的

《音乐学科教学论》、经济与管理学院李莹的《国际贸易物流》、

历史与文化学院罗晨的《人际沟通与形象管理》、物理与电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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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学院赵立萍的《大学物理》等 5 门课程的课堂教学示范课件。

6.推进实验实训类课程在线开课。截至目前，独立实验实训

类课程计划开课 40 门：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遗传学实验》、计

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3 门《程序设计实训》、数学科学学院《Matlab

程序设计》、经济与管理学院《物流管理综合实训》《VBSE 综合

实训》、美术与设计学院 2 门《主题创作 8》《中国画主题创作 8》

《油画主题创作 8》3 门《主题设计 8》《三维动画创作 8》《二

维动画创作 8》、音乐与舞蹈学院 2 门《视唱练耳 2》《视唱练耳

4》《芭蕾基训 2》《复调基础》《钢琴伴奏 6》《钢琴即兴伴奏 6》

《剧目排练 6》《流行歌曲写作 6》《流行歌舞剧排练》《舞蹈编

导基础 4》《舞蹈基础 2》《舞台表演实践 4》《舞台表演实践 6》

《舞台艺术实践 2》《现代舞 6》《形体训练 2》《形体训练 4》

《音乐创作 6》《中国古典舞 4》《中国古典舞 6》《中国民间舞

蹈文化 6》《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2》《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4》。

7.二级学院开展课程线上考核改革。二级学院积极组织课程

组、教学团队进行论证，论证确定后由任课教师上报课程其它考

核方式审批表，学院汇总报教务处备案。截至周五，全校共 15 个

二级学院报送了线上教学课程的考核方式，另外两个学院正在进

行论证，周一报送。从上报的考核方式看，在线教学课程均加大

课程过程考核，过程考核设置多个考核项目即评价维度，以此促

进线上教学质量提升。

五、推进毕业年级教学工作

1.统计 2016 级毕业班级线上课程开课情况。按照《2016 级本

科生毕业前教学工作方案》，对 2016 级毕业班级线上课程开课情

况进行统计，毕业班学生共应开课 54 门（化学化工学院 2 门、经

济与管理学院 18 门、美术与设计学院 9 门、体育科学学院 17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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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舞蹈学院 7 门、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1 门）。目前，已在

线上开课 43 门，且均按要求可在 9 周前结课。目前未开课课程 11

门，均已提出线上开课计划：经济与管理学院 2 门课程中计划在

8-11 周集中线上开课，12 周之前完成考核；美术与设计学院 9 门

课课程均在 9-10 周开课，并结课。

2.开展毕业生名单初筛和成绩初审。对毕业生成绩进行初审，

学籍状态、生源地等信息初筛，掌握毕业生基本数据，填报《2020

年春季学期本科高校毕业生情况调查表》《2020 年上半年全国大

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有关工作调查问卷》。

3.扎实推进本科毕业年级教学工作。各二级学院、教务处按

照《本科毕业年级教学工作方案》，统筹安排毕业年级学生本学

期开设课程与缓考、补考、重修课程考核工作，制定了课程考核

方案，为预毕业学生的考务工作做了充分准备。

六、本周开展的其他教学活动

1.推进“金课”建设教学改革立项。截至 4 月 17 日 11 时，

已有法学院、化学化工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历史与文化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数学科学学院、物理与

电子工程学院、应用英语学院等 10 个学院申报的 30 项“金课”

建设教改立项项目。教务处计划于第 8 周组织专家进行评审，确

定立项项目。

2.申报黑龙江省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推荐生命科学

与技术学院宗宪春教授主持的《理工农学科交叉融合的农林人才

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申报黑龙江省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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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院系经验分享

东方语言学院：

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向“云端教学”要质量

一、未雨绸缪，确保线上教学有序开展

新学期伊始，为保证疫情防控期间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将

“停课不停学”工作落实落靠，东方语言学院认真落实教务部门

关于开展线上教学的相关文件精神，针对俄日韩语专业理论课程

线上教学、毕业论文等教学环节进行周密部署，研究制订了线上

教学应急实施方案。同时，为确保线上教学的顺利开展，在全院

教师中提前对网络课程的平台、内容的选取和流程等进行了细致

深入的调研，要求全体教师提前熟悉各种教学工具，主动学习掌

握线上教学平台的使用方法。任课教师为学生整理发布电子版教

材，辅导员引导学生做好线上教学准备工作，搭建师生 QQ/微信等

交流互动平台，有序推动学生线上学习。

二、落细落实，抓好线上教学各环节

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教学管理运行高效，学院依据学校的总

体要求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疫情防控期间教学工作方案》、《教

学督导监控方案》以及《阶段性教学工作安排意见》等。加强线

上教学的授课内容重构、线上教学方法、课程直播手段、课堂讨

论、辅导答疑、作业布置与批改以及学习效果与评价等方面进行

统筹安排。开学以来，学院各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均按教学计划顺

利进行。采取的主要教学形式包括直播授课、录播+直播课、课前

材料学习、课后作业反馈、线下答疑、平台讨论等。教师们从课

前预习资料的上传入手，在备课、教案讲稿设计、PPT 课件制作到

内容讲解、课堂讨论等环节都力求做到精益求精。基础俄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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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韩语等专业核心课程采用“直播+线上讨论与答疑”形式，将

每课的重点、难点知识讲会讲透，为确保与线下教学同质同效，

教师们注重通过言语技能训练提升学生的语言综合能力。课后在

学习平台上通过讨论—课后总结—作业讲评，一一为学生答疑解

惑。《高级俄语实训》和《经贸俄语翻译理论与实践》等主干必

修课程实行直播+录播课相结合，提前让学生预习、后期复习观看

视频，同时通过线上直播针对主要知识点、难点和学生提问进行

统一在线讲解。通过平台综合数据及学生信息员反馈相结合的形

式，切实保证疫情防控期间的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这些在线课

程展现出了我院教师的敬业风采，每一天他们都以饱满的热情投

入到授课过程中，尽最大努力让学生学好来自云端的每一节课。

三、多措并举，努力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第一，充分运用网络精品课程资源与打造院内线上“金课”

相结合，确保学生有收获。为了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建

议教师梳理网络上关于俄语、日语、韩语的精品课程资源，推荐

学习与使用，同时建议教师充分运用智慧树、超星学习通及其他

可以保留教学数据的平台，为学生复习学过的知识提供支持。

第二，加强课堂管理，规范学生的学习行为，确保线上与线

下教学同质同效。学院领导和教学督导小组成员深入班级课程群

和教学平台认真督导线上教学实施情况，加强线上教学的过程性

监控以及线上教学督导与评价。具体做法是：为避免因线上授课

存在的一些不可控因素从而导致学生在线不在课的情况发生，要

求教师加强课堂动态管理，通过提交学生听课笔记截图、即兴回

答问题等方式，促进学生学习的自律性与自主性，确保线上教学

质量不断提高。

第三，建立班级干部、辅导员、教学管理人员在内的微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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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内有对每一天每一节课学生出勤情况的统计，有对教师授课情

况的反馈。学院根据学生反馈网络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意见，及

时提出应策。如针对 2019 级部分日语专业学生认为网络教学中的

单词学习的有效性问题，日语系教研室群策群力，通过答疑、专

项测验训练、打卡学习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四、积极用正能量引领课程，课程思政融入线上教学

结合当前国内抗击疫情的形势，东方语言学院鼓励教师根据

不同的课程，在教学内容中融入家国情怀、人道主义精神、团结、

奉献、科学精神等要素，提升课程思政实效。开学伊始，学院在

顺利开展网络教学的同时，将课程思政有效地融入了教学中。刘

玉霞院长率先垂范，《我们都是战士》一诗先后被翻译成俄、日、

韩三种语言，2017 级经贸俄语 1 班的同学还在课前将该诗配乐，

并用俄语深情朗诵，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云端课堂正能量

满满。有的教师带病坚持上课，边上课边治病，没有因病耽误一

节课，这种牺牲精神令人动容，该行为本身是课程思政的具体体

现。

五、打破校际壁垒，实现资源与智慧共享，促进教学能力提

升

为学习借鉴国内高校俄语专业的教学经验，提高教师的网络

授课能力。开学以来，俄语、日语、韩语系分别借助钉钉系统组

织了本系的教研活动，及时研讨各专业线上教学存在的问题及解

决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教学反思。此外，俄语专业还组织教师先

后参加外研社推出的 2020 系列“俄语虚拟教研活动”，教师们通

过语音直播方式，围绕俄语专业精读课、聚焦教学任务、分享备

课经验、探讨教学过程的制定与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教师教学能

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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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注重网络授课反思，助力课程教学改革

开展在线教学是疫情防控期间的一项举措，对任课教师来说

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是推动我院课堂教学改革的一个契

机。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这一过程中，改变的不仅是教学形式，

更是思维模式、教学理念的转变。通过组织教师开展网络教研活

动，总结各专业网络教学中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使大家充

分意识到，我们应充分利用线上教学优势，整合网络平台和教学

优质资源，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促进教与学的改革

创新，推进学习方式变革，使我院各专业在线课程建设及课堂教

学质量上一个新台阶。

线上教学对东方语言学院师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也是一次

丰富与提升教学工作的机遇。下一步，学院将继续收集、梳理线

上教学过程中的问题，继续改进线上教学方式，不断提高线上教

学质量，确保学院线上教学质量的高效完成。

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

2020 年 4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