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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洲职业工学院 2020 年春季学期线上教学质量报告 

（2019-2020学年第 2学期第 1-第 6教学周） 

（2020年 3 月 2日-4月 12日） 

 

一、线上课程开设总体情况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全省职业院校 2020 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期间

在线教学工作的指导意见》（苏校防组〔2020〕5 号）的通知精神，为保障每位

在籍学生延期开学期间能够在家完成主要学习任务，切实做到“教师不停教、学

生不停学、质量有保障”，学院积极实施 2020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期间在线教

学工作，2 月 3 日-2月 17 日，组织学生寒假在线学“防疫”，超星泛雅网络教

学平台《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安全》公益课和爱课程平台《新型冠状病毒防疫专题

培训微课》面向全校 5493名在校生开放，并纳入学校公共选修课，附加 2个选

修学分。2 月 17 日开始，39门公共选修课、专业选修课和社招生公共课在超星

泛雅网络教学平台、智慧树网络教学平台上实施在线教学，累计选课 6378人次，

在线学习 5006 人次。3 月 2 日教学周正式开始，实施线上教学至第 6周。4月

19日错峰返校复学，第 8周为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周。在此期间，公共基础课、

专业课网络教学全面实施，开课课程 643 门次，开课率达 91.47%，学生在线率

97.84%，平均每班周学时 16-22学时。 

 

图 1  各教学单位开设线上教学课程数 

二、在线教育平台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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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老师根据课程特点，选择智慧职教云平台、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台、爱

课程、智慧树、蓝墨云、腾讯课堂、QQ群直播、腾讯会议、钉钉等平台，采用

直播、录播、云课堂或直接推送教学内容等教学方式，灵活利用每天上午、下午

或晚上时间安排在线教学。 

三、线上教学保障及教学检查情况 

线上教学工作落实前，学院职能部门对教师线上授课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先期进行指导，并积极开展教师在线教学培训工作，组织教师参加 2月 4日-2

月 15日《职教云应用直播课堂》腾讯课堂在线学习，参加 2月 19日-26日面向

全省职业院校举办的“基于智慧职教云平台开展在线教学信息化能力提升专题

培训班”，获证率 72.7%。 

线上教学运行过程中，职能部门要求各系做好开课教师“每周在线教学自评”

及学生学习情况监测。并将返校复学后的第一周（教学周第 8周）调整为线上线

下教学衔接周，安排学生线上教学质量测验和复习，一律不讲授新的教学内容。 

四、教师线上教学情况分析 

根据在线教学期间“每周在线教学自评表”数据统计及组织各系开课教师抽

样调查，相关情况分析如下： 

1、在线教学平台选用 

 

图 2  在线教学平台使用人数排行前四位 

2、教学方式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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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以直播+录播、录播为主，直播次之。学院近两年在线课程引入及

自建都有较大的发展，从而在本次疫情防控阶段的线上教学期内，师生应对比较

从容。 

 

图 3  在线教学方式选用占比情况 

3、在线安排学生作业时长 

绝大部分教师都在线上教学中安排学生当堂作业，其中以 30分钟时长居多，

占比 52.8%。 

 

图 4  在线安排学生作业时长占比情况 

教师在开展线上教学时，99%都通过安排预习、课后作业和答疑来保障教学

效果。 

4、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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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学生 4月 19日起错峰返校复学，第 7周（4月 13日-19日）线上教

学停课，第 8周（4月 20日-24日）为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周，查阙补漏，巩固前

期学习成果。通过各系对线上教学开课教师的抽样调查（开课教师 161人，参与

调查 120 人），各系教师均认为教学衔接周十分必要，有效对接线上线下教学。 

（1）线上教学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是否希望学校多开展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混合教学培训？ 

A、通过此次线上教学实践，自觉具备较强的线上教学能力，线上教学平台、

教学方式运用纯熟，师生互动充分，反馈检测环节教学效果较好。 

B、通过此次线上教学实践，自觉具备一定的线上教学能力，线上教学平台、

教学方式运用比较熟练，但在师生互动、反馈检测环节还有待提升，希望学校定

期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能力培训。 

C、通过此次线上教学实践，自觉线上教学能力还比较薄弱，线上教学平台、

教学方式运用还有待熟练，希望学校多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能力培训。 

A 选项占 25.67%，B选项占 67.33%，C 选项占 7%，调查结果与学院教师教

学能力培养实际情况相符。近年来，学院大力培养信息化课堂教学和课程建设改

革创新教学团队、骨干教师，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大赛参赛、获奖人次总量突出，

学院所有专业都有中青年教师在省级、国家级的教学比赛、微课比赛等多个竞赛

中获奖，占全部专任教师的 60%以上，较好地打造了师资队伍信息化教学实践的

实力。 

（2）返校复学教学衔接周的举措及效果 

主要衔接举措有两项：  

 开展重点、难点教学总结，并采用分组讨、课堂测验、阶段考核等方式

检验在线教学的效果 

 安排相应的实验实训操作，强化理论知识的理解，提升实际操作的能力 

6、线上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对措施 

（1）存在的主要问题 

 职教云和腾讯直播软件之间的切换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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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速度跟不上（特别是贵州沿河地区），出现卡顿现象； 

 知识点讲解特别是需要绘图时，白板的书写与擦拭很不方便，影响教学

进程； 

 工科类的实操环节较难完成，虽然教师可进行实操示范演练，但学生实

操中的问题，教师无法及时发现并予以指导； 

 对学生的在线学习情况无法完全掌控，跟线下教学相比，课堂提问、师

生互动及教学反馈环节等有一定的局限性，教学过程监督受限。 

（2）基本的应对措施 

教学形式方面：针对学生网络速度不一的状况，合理选择直播，随时做好录

播； 

教学资源方面：优化在线教学资源，每个教学视频文件不易过大，给学生思

考、消化的时间； 

互动讨论方面：既要设置讨论、合作等互动环节活跃课堂气氛，也要把握好

频率，并尽量避免长时间讨论某一问题； 

作业测试方面：引导学生进行线下学习并保持足够的时长，多用线下作业和

现场测试的方式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及时反馈批改情况，让学生紧跟学习进度，

保证学习质量。 

学习情况监测方面：班级分学习小组，组长统计小组到课情况、课堂参与次

数，并记录提交给学委；学生每天填写学习记录单（电子稿留存备查），及时梳

理巩固所学知识；上课过程中，教师通过互动环节并在不影响授课的情况下，抽

查学生开启摄像头。 

五、学生调查问卷 

为了解学生在线学习情况，对全校 2323名一、二年级学生进行调查问卷，

参与率 74%。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1、81%的学生认为全部教师线上教学态度良好、教学要求严格、教学资源丰

富，16%的学生认为绝大多数教师线上教学态度良好、教学要求严格、教学资源

丰富 



 

 

6 
 

 

图 5  学生对教学态度良好、教学要求严格、教学资源丰富的评价情况 

2、所有教师都在课程教学中布置了作业，平均每门课布置 3-4次的占比 51%，

5-10次的占 31%，布置 10次及以上的占 18%。 

 

图 6  平均每门课教师布置作业次数 

3、所有教师都对作业进行了批改反馈，反映教师全部批改的学生占比 78.1%，

基本批改的占比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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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教师对学生作业批改反馈情况 

4、所有教师都在教学中设置了互动、讨论、答疑环节，72%的学生认为教师

在线上教学过程中经常互动，讨论充分，答疑耐心、详尽，24%的学生认为教师

安排了一定的互动和讨论，有较充足的答疑时间。 

 

图 8  学生对师生互动、讨论、答疑环节的反馈情况 

5、59%的学生反映平均每门课程测试 2次以上，31%的学生反映平均每门课

程有 1次测试，10%的学生反映基本无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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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平均每门课程测试安排次数 

6、总体来说，学生在疫情线上教学期间能对自己提出一定的自习要求，58%

的学生表示平均每日线下学习时间为 1-2小时，35%的学生反映有 2-3小时的线

下学习时间。 

 

图 10  学生线下学习时长占比情况 

7、84%的学生认为第 8周（4月 20日-26日）作为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周十分

有必要，用于教学质量测验和复习。也有 16%的学生认为不需要，前期讲授及自

学安排合理，内容基本消化，可以继续上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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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学生对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周的需求情况 

8、学生认为线上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中， 较有代表性的有：“缺乏自律，

学习不专心”占比 58.9%、“缺乏线下自学指导”占比 50.5%、“教学资源不够

丰富，不能激发学生兴趣”占比 23.3%、“教学方式陈旧，照本宣科”占比 19%

等。由此可见，开展线上教学还需努力提高职业院校学生相对较弱的学习自觉性，

同时有效提升教师教学的吸引力。 

 

图 12  学生对线上教学存在问题的反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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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7%的学生表示对本次线上教学非常满意，总体满意度 99%。 

 

图 13  学生对线上教学的满意度 

六、结论 

1、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是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需进一步丰富教学资源，

优化教学方式，多举措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2、反馈互动、追踪督查是线上教学不可或缺的环节，需进一步强化、细化

过程评价，重视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