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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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周）

一、整体运行情况

本科课程在线教学第九周，共开出课程 621 门（1158 门次），

482 名（1227 人次）教师参与线上授课，1873 个教学班，91493

人次学生参与线上学习，学生出勤率为 99.9%；组织线上讨论 7351

次，线上答疑 22847 次，作业布置及批改 2341 次；课堂外线上讨

论、答疑、作业批改时长 1422 小时。课程平台选用方面，中国大

学 MOOC 占比 17.4%、智慧树占比 7.9%、超星尔雅占比 5.6%、雨课

堂占比 5.2%，我校网络课程平台使用占比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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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42 50 32 45 223

二 102 37 55 30 60 252

三 95 33 32 26 39 147

四 96 35 41 30 52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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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课堂共开课 1207 节，占所有开课课堂的 64.5%。其中，

钉钉直播使用占比 51%，腾讯会议使用占比 25%，腾讯课堂使用占

比 15%，其他直播使用占比 9%。

选用慕课 970 门次，其中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404 门次，

选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05 门次，其他精品课程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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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52 155 6 4 6 8 9

二 83 57 168 6 4 6 10 7

三 56 29 136 2 3 6 7 5

四 89 37 159 3 2 4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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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本科课程在线教学状态平稳。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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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6%，评

价“一般”占比 3.2%，评价“较差”占比 0.2%，无“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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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课程比例整体程上升趋势，本周直播占比为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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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222 11 1 0 323

二 97 230 10 1 0 338

三 73 177 8 1 0 259

四 98 199 10 0 0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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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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于稳定。

三、教学状态监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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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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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周

周一（4月 20 日） 498 310 62.2%

63.8%

周二（4月 21 日） 536 353 65.9%

周三（4月 22 日） 349 235 67.3%

周四（4月 23 日） 480 290 60.4%

周五（4月 24 日） 403 254 63.0%

第九周

周一（4月 27 日） 494 319 64.6%

64.5%
周二（4月 28 日） 536 341 63.6%

周三（4月 29 日） 372 244 65.6%

周四（4月 30 日） 471 303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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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教师积极参与每日的教学反馈，对不断提高线上教学质

量、线上开展实验实践教学等问题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教师可

以尝试不同授课平台，结合自身和课程特点，找到最适合的教学

模式；应增加习题课，有助于学生理解抽象的理论；应强化教学

内容，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学生更喜欢在预习的基础上参加直

播课，教师应在征求学生意见基础上，探索更好的教学方式；应

进一步拓宽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建议通过章节进

行考试，不断督促学生复习；建议使用智慧树-知到 App 授课，既

不需要太大的带宽，又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与

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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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教学讨论活跃度较高的有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赵晓

霞、西方语言学院王树杰、应用英语学院张林影、数学科学学院

那园园、经济与管理学院郑秀梅、东方语言学院杨毅、应用英语

学院韩雪、马克思主义学院董一冰、美术与设计学院刘迪、西方

语言学院王中伟。

线上解答学生疑问次数较多的有法学院徐忠颖、教育科学学

院刘凤艳、应用英语学院冯小巍、数学科学学院李淑凤、数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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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院苏爽月、经济与管理学院李莹、应用英语学院张林影、体

育科学学院崔鹏、数学科学学院刘海明、化学化工学院任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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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节次，其中学校督导听课 48 节次，教学管理人

员听课 29 节次。

第四，存在问题及整改建议。

问题和不足：一是网络问题仍是影响线上教学的重要因素，

全国各类教学平台均面对过海量访问所带来的服务器巨大压力甚

至崩溃的情况，部分线上教学平台稳定性不够，网络拥挤，开课

关键时间节点无法进入，运行过程时有卡顿、延迟、掉线现象，

影响教学的流畅性。增加了教师和学生参与在线教学的时间成本，

削弱了在线教学原有的便捷教学优势属性；二是部分课堂线上教

学过程中，短时间内无法有效关注学生的学习注意力和学习动机，

也很难观察学生的即时反映，学生的学习状态与学习效果很难及

时监控与掌握；三是部分学生学习更习惯于依赖与传统教学模式

相近的网络教学方式，如课堂直播、看视频、完成作业等，参与

教师辅导答疑投入的学习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少；四是本周有 66 人

次教师未按时填报数据：东方语言学院 4 人次、法学院 3 人次、

教育科学学院 6 人次、经济与管理学院 5 人次、历史与文化学院 7

人次、美术与设计学院 10 人次、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4 人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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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学学院 1 人次、文学院 12 人次、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1 人次、

西方语言学院 8 人次、音乐与舞蹈学院 5 人次。计算机与信息技

术学院、应用英语学院、化学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体育

科学学院所有教师均按时填报。

整改建议：一是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养

成课前预习、专注听课、课后复习、及时完成作业、巧做笔记、

学习计划、每日反思、晨起诵读、每日阅读这九个习惯，培养表

达沟通、线上学习、同伴合作、系统思考、实践创造这五种能力，

促进高效学习；二是建构发展性学习评价。从学生关注点入手，

调整线上线下学习权重，提高互动、讨论、测验、作业等日常线

上活动的比重，以评促学，倒逼学生改变行为习惯，发展自主学

习能力；三是营造关爱的学习氛围。要想学生从情感层面接受在

线教学，需要对学生居家学习条件进行调研摸底，及时解决学生

遇到的问题，及时回应学生的学习疑问，营造良好的线上学习氛

围；四是推荐提升网络教学效果的若干方法。（节选来源：华清

教师发展中心）

1）让学生解决问题。线上学习每部分内容的学习，都要明确

让学生解决什么问题或做什么事情，而不是看什么内容。

2）建立考核目标。告知学生，网上学习内容是将来课程考试

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3）安排合作学习。为了形成学习氛围和提升思考深度和广度，

组织网上的合作学习是必要的，这种合作学习既是加深学习深度

的需要，也是激发学习热情的需要。

4）提供链接指引。教师应该博览网上内容，并对这些内容进

行筛选，挑出最适宜学生扩展视野、了解前沿、了解不同观点等

链接的内容供学生学习。而教师也应该适当表达自己对这些补充

内容的观点或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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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展示学生学习成就。每次作业之后都选择一部分优秀的在

网上展示，形成隐形 PK 环境、搭建相互学习的环境、给予学习成

就感的环境、构成协同向前的环境。

6）及时支持学生学习。学生在网络学习过程中及时获得教师

的支持了，他们就更有学习信心，更感受到师爱，更有底气克服

学习困难，更能赢得学习成就感。当然，也就慢慢形成自觉的网

络学习习惯。

7）网络教学更要重视能力培养，不能培养学生只会“读书”

而不会“做事”。同时，通过做实验也是提升网络学习吸引力的

途径。

8）同步异步结合。网上教学活动依然是有学习纪律的活动，

教师应该关注“同步时间段”的教学组织与管理，这样规范有序、

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网上学习，会提升学习效果。

9）做好专题研讨。网络空间与实体空间其实都是一样的社会

空间，教师规范并高频地进行网络教学专题研讨一定会对教师的

网络教学水平提升有重要作用。看似经验分享，其实也是促进、

鞭策、执行力体现。有了组织，才有依靠。

10）与学生约法三章。网络学习有纪律、有规范，才能保障

网络教学有良好的秩序，才能顺利推进学习进程，才能让大家尊

重网络课堂，严肃对待学习活动，才能为有效教学奠定基础。

11）告诉学生学习方法。规范的网络课程学习对学生来说也

是新鲜事物，尤其是大规模的网课学习，教师应该对网课学习的

方法进行指导，以让学生尽快适应这样的学习环境和学习过程。

四、多举措提升线上教学质量

1.组织优秀线上教学课堂观摩活动。本周推荐了法学院孙朝

霞的《刑法总则》、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洪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美术与设计学院张庆的《小型壁饰》、体育科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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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马驰的《篮球副选》、数学科学学院刘海明的《高等数学 A2》、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弥春霞的《微生物工程》、历史与文化学院

杜品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文学院胡宗华的《语言学概论》

等 8 门课程，供全校教师观摩学习借鉴。

2.开展学校官微线上课堂教学展示活动。本周展示的是法学

院邓雯雯老师讲授的《经济法学课程》，课程采用“PPT+视频直

播”的线上教学模式，选择了“微信群+爱课程+腾讯会议”的线

上教学平台。课前指导学生通过电子教材、中国大学 MOOC 进行自

学，让学生带着问题听课，再通过直播对教学大纲中重点难点问

题进行讲解，提高学习效率；高频率的提问或设问，吸引学生注

意力的同时观察听课状态；课下通过微信群深入展开答疑、讨论；

通过检查学生课后作业和学生反馈，收集学情数据，为下次教学

做好调整和准备，适当调整下次教学侧重点，做到高效教学。

3.继续开展在线教学优秀课程案例展示。本周展示了东方语

言学院董奎玲的《基础日语》、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李然红的《遗

传学》、弥春霞的《微生物工程》、景云荣的《药物分析》等 4

门课程的课堂教学示范课件。

五、本周开展的其他教学活动

1.制定教务处 2020 年重点工作。制定并发布《教务处 2020

年重点工作一览表》，依据学校 2020 年工作要点及本科教学管理

工作实际制定 20 件重点工作，对教务处 2020 年重点工作内容、

责任领导、责任科室、完成时限进行部署。

2.组织预毕业本科生学分认定与转换。发布《关于开展预毕

业本科生网络课程学习等学分认定与转换的通知》，组织今年预

毕业的本科生（2014、2015 级往届及 2016 级在校生）课程不及格

且未能重修的课程，通过网络学习获得学分，保障本科生学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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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毕业。

3.筹备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本科生课表编排工作。起草

《关于做好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本科生课表编排工作的通

知》，通过课程安排进一步落实课程改革相关要求，构建科学的

教育教学运行体系。

4.组织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专项立项。《牡丹江师范学院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施方案》经校长办公会议审定，发布《关于

组织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专项立项的通知》，启动专题立项活

动，将遴选支持 50 项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项目，支持资金 20 万元。

5.组织教师参加线上培训。组织 14 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课程任课教师参加黑龙江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

举办的黑龙江省 2020 年上半年在线专题培训：组织二级学院教学

管理人员及教学团队负责人参加省教育厅举办的题为《高校基层

教学组织建设与教学管理》的第二十五期龙江高教大讲堂。

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

2020 年 5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