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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职业技术学院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指南 

（第二版） 

在线教学包括线上视频直播、线上语音直播、线上慕课、线

上录播、混合式教学、指导学生学习线上课程资源、在线研讨等

方式，还包括以上方式与雨课堂、职教云等平台的组合应用。为

了确保在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在线教学工作的有效开展，提高在线

教学实效，学校总结分析了近两周的在线教学情况，对学校第一

版的在线教学指南进行了修订，供授课教师参考。 

一、院（部）教学组织 

（一）按课程组建教学团队，讨论授课内容，保证政治正确，

内容适合于在线教学。 

（二）按专业分年级建立教学 QQ 群，发布教学进程安排及

组织直播教学。 

二、教师课前准备 

（一）教师熟悉平台的功能及操作，并通过云课堂/钉钉/腾讯

等教学平台建课，设置好班级并发布二维码或相关链接，确保学

生加入对应班级，为了便于课堂管理和交流，学生在班级群中的

姓名应该为真实姓名。 

（二）每次课前完成以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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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传资源（电子教材，PPT，视频微课，题库，作业等） 

2．根据课程表设置好每次课程的环节任务： 

（1）课前（预习资源）； 

（2）课中（签到、提问、答疑、重难点讲解、讨论、测试题）； 

（3）课后（作业、学生评价和自评）。 

三、教师在线上课 

（一）以教师视频直播+（云课堂、雨课堂、课堂派等）为主

在线教学 

1．每次授课时长 90 分钟，分两节进行，每节 45 分钟，课

间休息 10 分钟；正式上课前，教师提前 15 分钟进入直播课堂，

做好上课准备，清点人数。课间休息，可放音乐或拓展性学习视

频。 

2．线上教学要想方设法解决看不到人、听不到声等问题，

老师出镜与实时课件要同时呈现，努力增强“课堂”体验感。开课

后一般要讲评上次课作业，复习上次课的教学内容，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PPT 要求层次分明，标题序号规范，逻辑清晰。讲解

要突出重点和难点，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联系职业和产业，

多用案例、实例、实景，突出职教特色；如果没有电子教材发给

学生，要求 PPT 内容较为详细；讲授过程中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插播视频、动画，以增强课堂教学的吸引力。教学方法多采用启

发式、引导式、讨论式、任务驱动式等。由于在家学习的环境局

限，学生学到的知识很有可能陷入碎片化状态，因此每一个重要

的知识点或技能点结束后，要及时小结或比较，并通过练习或互

动进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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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在讨论区与学生进行实时互动，对学生提出的疑问

进行及时的反馈，做到随时关注，及时回应。 

（二）通过职教云/超星/智慧树等教学平台开展在线教学 

考虑到学生在线学习精力集中时间可能不会太长，可以将一

次课碎片化为若干个知识点，在直播课程中，每 15 分钟左右作

为一个知识点单元，之后安排 5 分钟左右的知识点互动，如此

循环。知识点互动可采取以下形式： 

1．进行课堂提问，请学生在直播平台的讨论区回复，或者

学生开麦回答，教师在互动平台进行评分； 

2．发布讨论问题，请同学们参与讨论，及时对学生的课堂

表现打分，并对共性问题进行集中讲解； 

3．教师讲解完后发布课堂测验，测试成绩会计入平时成绩。

老师现场讲解测试错题，并总结课程知识点，引入下次任务。 

（三）学生人数多的授课课程可采用的互动解决方案 

1．一名主讲+多名助教的直播模式 

课程学生人数较多时，教师直播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无法及

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对学生的疑问不能做到随时关注、及时

回应。此时可采取主讲教师以讲解课程内容为主，适当开展一些

课堂活动，团队教师以助教身份负责即时解答学生在讨论区中提

出的问题，对学生课堂活动参与情况进行评价。 

2．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有条件的教学团队，教师可采取录播形式，提前将 PPT 录

成视频，发布给学生自主学习；然后在线教学时，学生分成若干

个小群，团队教师分别通过直播平台、工具与学生进行在线互动



4 
 

教学，组织学生进行线上的主题讨论、主题汇报、课程答疑、项

目汇报、作业汇报、难点回顾等教学活动，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 

（四）遵守课堂规范，抓好课堂纪律 

严格遵守《湖北职业技术学院课堂教学管理规定》，注重网

络平台直播课堂中的仪容仪表，保证政治正确、内容正确，文明

开展网络教学。同时，利用点名、提问、答疑、讨论、测验等互

动功能，有效管控课堂秩序。 

四、教师课后管理 

（一）教师通过教学平台实现作业布置、提交和批改。 

（二）学生通过教学平台进行课程评价和总结。 

（三）教师通过教学平台和 QQ 群进行课程答疑。 

（四）教师结合课前自学情况、课中多环节的评价和课后拓

展情况评价等多维度评价学生，还要定期开展综合性测试，成绩

必须计入课程总分。 

（五）教师统计课程签到情况，及时了解反馈学生去向，督

促引导学生按时上课。 

（六）教师及时听取学生和管理部门对课程教学的意见，积

极开展教学诊改，不断提高质量。 

（七）教师定期收集、保存、提交教学过程材料，接受学校、

社会等各方的检查监督。 

五、几点建议 

（一）直播课不等于传统课堂的搬家 

在很多老师的认知里，直播课就是按照传统的授课模式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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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讲 PPT，学生通过手机来听课就可以了。这种教学模式仍然

没有摆脱传统的单向授课模式（灌输式教学），学生在课堂不愿

意听，在手机上就更不愿意听。必须要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

的重构，如果还是采用传统的“读 PPT”授课，我们更建议教师把 

PPT 录下来给学生，这样学生的学习更“自主”，需要重新设计课

程，让学生在直播中能够与老师互动，课程答疑、学生互动、学

生分享等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活动将成为直播的重要内容。同时，

应根据学生学习现状，适当减轻学生在线学的负担，不宜大量实

行“翻转课堂”，尽量让学生在“课堂”内完成主要学习任务。 

（二）以抗疫事迹为素材有效开展课程思政 

可以把当下疫情防控的事迹融入课程，深挖社会热点中的教

学价值，找到专业教学中的思政元素，以全新的教学理念、聚合

的课程资源、创新的教学方法，新鲜而亲切的“身边素材”，开展

生命教育、安全教育、信念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比如讲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

国人民举国之力战“疫”，10 天的时间里完成雷神山、火神山医

院建设，引导学生明白我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制度优势；

宣扬医护工作者“救死扶伤、大爱无疆”职业精神；医护类专业教

师讲授临危受命的“最美逆行者”的故事时，可以穿插我校优秀校

友段梦洁等的突出事迹，引导学生增强职业的荣誉感，增强社会

责任感，自觉提升境界、激励担当。 

（三）充分考虑学生学习环境存在差异 

由于学生所处地域不同，不仅是网络条件存在差异，还有部

分学生连纸笔都没有。如何完成作业，以什么形式提交作业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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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要关注每一名学生的听课反馈情况，做

好学习支持，避免学生因掉队而放弃学习。可以通过让学生晒笔

记、晒课堂环境的方式，引导学生重视课堂环境，也可以通过调

查问卷了解学生真实的学习环境，有针对性地做好学习支持。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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