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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动态 

 

在线教学试讲：3 月 1 日到 5 日，组织本学期有教学任

务的任课教师进行每人至少 1 次完整的 45 分钟线上教学试

讲。 

督导组检查建课：3 月 6 日前，院级教学督导组检查被

督导课程是否建立教学班级，是否在平台上建立课程，是否

将学习资源上传至学习通和其他教学平台，包括教学大纲、

教学日历、教学任务单、教材、PPT、速课、视频、音频及

其他网络教学资源等。 

线上教学检查：院级督导组到课听课；督导组专家与被

督导课程班级的学委联系，要求学委将每次上课的教学环节

截图上交给督导组专家进行检查。建立线上教学信息收集群，

配合学院及督导组专家收集学生在线教学反馈情况。 

 

 

2 月份开始,中医学院于对附属医院一公寓 10 间办公室

进行线上教室改造工作，3 月 2日正式投入使用。2 月 24日

-3 月 6 日对全学院教师进行线上教学技能培训，目前，学院

教师已基本掌握教学技能方法，线上教学平稳运行。 

3 月 9 日-12 日，通过腾讯课堂软件对我学院在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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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教师进行检查。 

3 月初，在“超星学习通”上建立“实证研究技能考试

线上课程”导入实证研究考试技能考试大纲和相关操作视频。

为中医学院 2016 级中医学专业 460 名学生提供技能操作教

学资源，指导学生学习、考核和反馈。为实证研究考试提前

做好准备。 

3 月 23 日，组织实训授课教师提前一周将实训课大纲和

实训视频下发至学生进行预习和指导，学生返校后进行重点

内容回顾及考核。 

 

成立药学院网上教学指导组：2月 15 日，结合我校新冠

肺炎延期开学的总体工作安排及学校本专科教学工作安排

的系列文件，成立以院长、书记为组长的药学院网上教学指

导组。 

建立班级教学群：2 月 18日，保证延期开学期间网上教

学顺利进行，建立班级教学微信群，方便与学生建立联系。 

集体备课：2月 20 日前，组织各教研室集体备课，各课

程组讨论后，确定各门课程的具体网络授课形式。 

制定教学工作方案：2 月 22 日，下发《药学院 2020 春

季学期延期开学期间教学工作方案》，布置网上理论课程教

学和毕业实习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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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教学案例分享：3 月 4 日，《停课不停学-中药鉴定

教研室在行动》《停课不停学-中药资源教研室在行动》《线

上教学操作指南-爱课程平台》线上教学案例分享。 

 

 

3 月初，针灸推拿学院组织开展教研室分工会议、集体

备课等线上教学准备工作，开展教学反思、教学经验交流等

活动。 

 

 

3 月初，护理学院组织全体教师线上教学试讲，建设线

上资源库，推选线上示范课，研讨线上实训教学方式，开展

线上听课，总结反馈线上教学经验及不足等活动。 

 

 

2 月中下旬至 3 月，学院成立疫情防控延期开学期间本

专科教学工作领导小组，发布疫情期间教学文件。开展线上

教学培训及新学期教学检查，及时发现并解决线上教学存在

的问题，保证线上教学质量。 

 

 

3 月 2 日，临床医学院第一临床学院（吉林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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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科组织召开了线上教学工作交流碰头会。就目前本科生

线上教学相关问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对于开课后可能存在

的突发状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和解决措施。临床医学院在学

校超星学习通教学平台上，协助各家临床学院完成多门本科

课程和网络班级的组建工作，协助儿科教研室完成教学资料

的上传工作。 

3 月 25 日，召开 2020 春季学期第二次教学工作会议，

传达学校教学例会的讲话精神。就线上教学改革的成效和经

验总结、专业认证材料的准备工作、怎样做“四有”好老师、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教师培养及教师发展诉求等问题展

开了深入的探讨。及时发现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交流先进

经验与方法，促进学院教学质量提升。 

 

 

线上教学前期准备：3 月 1 日-8 日，学院对全部 22 门

课程，14 个班级开展线上教学测试工作。经检查，21 名教

师资料准备齐全，教学设计完善，全部通过教学部考核，各

班级学生均能接受网络学习，可以正常开展线上教学工作。 

线上教学检查：3 月 9 日-30 日，教学部不定时进入网

上教学平台，全面检查任课教师网上授课情况。先后进入 20

名教师网上授课班级，共查课 50 余次，总体来看任课教师

认真负责，学生积极参予，整体教学秩序平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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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学院教学工作会议：3 月 25日，召开新学期学院第

一次例会，领会传达学校在疫情期间关于教学工作的相关部

署，积极交流、共享开学以来学院线上授课的具体情况和经

验，探讨线上授课遇到的问题，并集思广益为解决问题提供

了方案。 

学院领导听课：3月 9日至 31日，学院领导通过微信群、

腾讯会议、钉钉等线上教学平台，对线上教学课堂进行了全

覆盖听课。 

特色教学活动：3 月 12 日、19 日、25 日，学院原理教

研室坚持每周集体备课，由一名老师针对“专题教学设计”

内容进行主讲，其他老师集中提问，并集思广益，通过这种

形式完善教学设计和教学内容。 

 

 

3 月 9 日-3 月 31 日，体育教学部教师积极开展线上教

学活动，设计发布教学内容，通过公众号和微信群等方式，

下发给全体 18 级本科生、19 级本专科生。在各任课教师创

建的班级微信群中，督促、指导学生自觉学习。体育教学部

组织教师集体备课，两个教研室分别利用两周时间，开展以

第九套广播体操、八段锦为内容的集体备课活动。为学生返

校后的教学工作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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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份，外语教学部全体教师就线上教学工作进行展示

和讨论，组织教师与学生进行线上试课，开展集体备课、课

程组线上教学汇报、教学总结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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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工作 

3 月 18 日，基础医学院举办“线上教学基础医学院在行

动”系列活动之网络教学示范课，第二堂公开课《应用文写

作》由医古文与医史文献教研室教师李艳杰主讲。 

本次公开课选用超星学习通学习平台和腾讯会议软件，

为参加学习的教师细致的讲解了如何制作知识点视频、检测

学生观看学习视频的完成度、学习内容中制作任务点等方面

的内容。结合教学的具体情况，到课教师关于任务点、速课、

屏幕录制、视频、音频制作等具体问题展开经验分享与讨论，

进一步提高线上教学的教学效果。 

 

3 月份，学院通过腾讯课堂软件开展线上卓越中医师能

力培训 60学时，帮助学生提高理论学习能力和知识储备水

平，增强职业能力理论基础的培养。开展《继学经典理论导

读》6学时，提高学生对国医大师学术思想的理解和认识。 

开展《张锡纯医案赏析》4 学时，帮助学生提高对古代名医

名家的认识和对学生思想的了解，拓宽医学知识。开展“专

项能力培养”30学时，帮助学生提高英语及专业水平，帮助

学生提高自身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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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5 日，学院原理教研室主任、杏林青马工程 2018

级学员班班主任付晓男通过腾讯会议，以《在抗击疫情中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为题，按照“理论导航”‘金’

计划安排，为学员班授课。老师和学生围绕抗击疫情中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展开了热烈讨论。有利于进一步彰显时

代精神，弘扬爱国主义、家国情怀，增强青马学生的责任担

当，培养青马学员的能力素养。 

 

《杏林马苑》是学院在马言马、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重要学术平台，也是展现学院教学情况的重要平台。3月 22

日，在学校党委书记张兴海教授指导和带领下，《杏林马苑》

工作组推出第二期，主要内容是校领导的主要学术观点、学

院开学以来的线上授课情况、学生在家学习的状态跟踪等等，

一方面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把教师和学生的教

学实际有机结合在一起。 

 

 

 

 



 - 9 - 

实践教学 

 

3 月初，学院制定了《中医学院疫情期间实习工作预案》，

依托“超星学习通”，建立中医学专业实习实践课程、中西

医临床医学专业实践课程、针灸推拿学院（附属医院实习学

生）实习实践课程。为中医学院 482 名学生、在附属医院实

习的 23 名针灸推拿学院学生、22 名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提供

线上实习教学资源。实践课程内容包括中医学院各专业《毕

业实习大纲》《毕业技能考试大纲》、中医执业医师考试实

践技能操作视频，出科考试试题库。教师进行定期的反馈指

导，为学生线上实习、毕业考试、执业医师考试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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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反馈 

近期，督导组认真学习了学校关于延期开学及停学不停

课的有关文件，研究了如何配合学校应对疫情期间开展线上

教学的督导模式，决定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了解教师线上

教学的整体情况。二是了解教师授课所用平台的运行情况。

三是通过前两项的观察，引发思考和建议。下面就三个方面

的情况简略汇总如下:  

一、线上教学教师授课情况 

2020 年 3 月 9-13 日，督导组全体成员，共浏览了 194

位不同学院不同专业教师的线上课程，浏览方式采用大体浏

览和重点关注相结合。 

重点关注是选择有代表性的课程和上学期想关注的课

程（非直属附属医院教学团队整体授课情况），进行至少 30～

45 分钟的听课，目的是了解教学秩序、教学内容，教学设计、

教学效果、软件平台运行情况、学生出勤情况、学习状态等。

推荐可作为线上教学的示范课。 

从看课、听课所了解的情况看，整体教学情况较好，这

是领导重视、教师敬业，学生配合的结果。绝大多数教师们

对线上教学非常重视，认真准备，特别是一些年长的教师，

平时对网络了解甚少，为了顺利进行线上教学，虚心向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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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请教，甚至向学生请教，令人感动和钦佩，青年教师也

能发挥他们的“线上特长”，不厌其烦地帮助年长的教师熟

悉“网络教学”，并首当其冲地在学院做“示范课”演示。

还有一些老师为了能更好地完成线上授课任务，反复试课，

相互切磋交流，并准备多个教学和互动平台，以备不时之需。 

我们也分两次将所了解到的线上教学情况向教务处进

行了反馈并推荐了一批线上教学较好的教师，后续还会进一

步推荐。 

线上教学是一种新的尝试，一定会有不完善或者说需要

改进的地方，例如： 

1.少数教师课前准备不够充分，与学生的课前沟通不及

时。 

2.少数教师与学生交流互动不够，对学生的学习状态不

甚了解。 

3.部分教师教学内容安排不合理：有些教师线上授课时，

选择播放的视频等影像资料与课程没有密切的“相关度”，

有的又耗时偏长。 

4.部分教师更换软件平台频次过高，未及时通知本单位

教学管理人员和教务处，或提供的邀请码过期或者无效，造

成无法监控授课情况。 

二、授课平台及设备情况 

从我们看课了解到的可供线上教学的平台很多，约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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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每个平台各有优劣。使用频次较高的是超星学习通、

腾讯（腾讯课堂、腾讯会议、QQ直播间），钉钉（直播，钉

钉会议）６种方式，我们对这６个平台进行了初步的比较和

分析，总体感觉，单一的平台均有不完善之处。几点想法供

大家参考。 

（一）超星学习通 

优点是能对教师的授课内容进行质量限定，可以保存各

种资料，方便学生随时浏览和教师授课资料的管理。 

不足之处是由于线上直播的条件要求较高，所以多采用

提供学习资料、资源，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似乎有种缺乏

课堂学习氛围，时时学习气氛略显不活跃的感觉。对于课程

建设特别是申报线上线下混合模式的一流课程建设，可以作

为线上资源建设的基础。此类速课模式，更适合较高年级的

学生（大二以上），对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有意义。如果与直

播结合，效果可能会更好。 

（二）直播会议形式 

对于全程以线上教学方式为主的教学，低年级的学生特

别是新生，效果较好，最接近于线下教学模式，可以进行现

场交流互动，便于授课教师及时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同时也

保留了低年级学生的活跃度。对教师而言，适合较高年资有

一定教学经验的教师。  

但缺点是不能做到直播课堂的“回放”，不利于课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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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复习，另外就是“会议码”多提供不及时，还有的提

供的是错误会议码，不利于监控。 

（三）腾讯课堂、盯盯直播、QQ直播间 

此类平台直播操作简单，可以回放授课视频。但不足之

处是不能进行直播现场互动，只能通过聊天对话框进行文字

互动或者通过现场连线与学生进行交流，容易出现连接不畅

或者卡顿现像。不利于监控。 

三、思考与建议： 

（一）为线上线下一流课程建设提供了契机 

从了解情况看，我校申报的一流课程，线上课程建设是

短板，也是一项难度比较大的工作。疫情的出现，迫使学校

开展全员线上授课，这就为线上资源建设提供了一个契机。 

（二）引发教学研究和改革的思考 

1.对教学平台的评价：有如此多的大样本，没有疫情很

难收集。例如：①教师对平台的选择，年资高有教学经验的

教师的教师选择什么样的平台较好，青年教师选择什么教学

平台好？②课程类型与平台选择的适应？③不同的教学对

象与平台选择的适应性。 

2.对线上教学方式的评价：调查问卷（教师、学生，教

学管理人员） 

3.线上课程的管理、评价方式的创新研究。 

4.教师线上教学教育技术的培训、示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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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多种授课模式的教学效果对比研究：直播（动议）

与速课、微课、慕课；线上与线下；现场互动与课后互动。 

6.线上课程的督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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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监控 

1 全校基础累计数据 

1.1 累积基础数据 

    截止到 2020 年 3 月 27 日。我校累积使用教师数 940 人，建课教师数 740

人。累计使用学生总数：10854 人，参与课程学习学生数 5974 人。共积累了 2404

门自建课，使用了 543 门超星尔雅通识课程资源. 

1.2 累积教学学情数据 

截止到 2020 年 3 月 27 日。我校学生共完成了 10487619 个任务点，完成

率 91.96%。共 151084 人次参与了活动，参与度 14.11%。学生作业完成度 72.71%，

及格率 5.21%，优良率 3.96%。 

 

1.3 累积资源上传数据 

截止到2020年3月27日。我校资源上传量为188678个。其中图片占83.8%，

音频占 3.98%，视频占 5.19%，文档占 2.12%，PPT 占 2.6%，PDF 占 1.03%，其他

占 1.07%。因很多老师将 ppt 转换成了图片版 ppt 上传，所以图片资源占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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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累积课程建设情况 

   截止到 2020 年 3 月 27 日基础医学院、药学院、护理学院位列我校课程任务

点建设前三名。 

 

截止到 2020 年 3 月 27 日基础医学院、药学院、护理学院位列我校课程任

章节资源建设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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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020 年 3 月 27 日护理学院、基础医学院、药学院位列我校课程题库

资源建设前三名。 

 

截止到 2020 年 3 月 27 日其他、护理学院、基础医学院位列我校作业发布前

三名。 

 

截止到 2020 年 3 月 27 日其他、护理学院、临床医学院位列我校考试发布前

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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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020 年 3 月 27 日基础医学院、护理学院、药学院位列我校作业发布

前三名。 

 

 

截止到 2020 年 3 月 27 日护理学院、基础医学院、药学院位列我校签到发放

前三名。 

 

 

截止到 2020 年 3 月 27 日护理学院、基础医学院、药学院位列我校测验发放

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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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周基础数据 

3月 9日，我校课程运行数量稳定。其中，整体活跃课程 570-580门，在线

教师数 376-384 人，在线学生使用数 9600-9800人，平台访问量（PV）23309203。

在线使用教师、学生数量稳定，使用活跃度高，本周运行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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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周课程与资源运行数据 

3.1  课程数据 

随着开课的平稳运行，三周以来的新增课程逐渐减少。经过老师们的建课尝

试和调整。约有 700余门自建慕课在线完成了运行。2000 个稳定班级（教学班，

包括部分合班）在进行线上教学。课堂活动是我校师生比较喜欢的课程互动方式，

进行了 75873次。讨论次数从 13682-19607逐渐上涨 

 

 

 

 

3.2  资源数据 

 我校近 7 天的资源上传量为 20082 个。，对比上个七天资源上传量下降了

31.04%  



 - 21 - 

 
 

    近七天资源上传量排名，护理学院、针灸推拿学院、药学院位列前三名 

 

     

    各院系资源建设占比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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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周教师使用数据 

4.1  整体数据 

    我校教师最近三周呈递减趋势，还需要加强监督。教师的行为多集中于发

布课堂活动。发布活动 5500-6200 次。讨论区发帖 1000 次左右，发布作业 290-350

次，批阅作业 3700-60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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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学效果分析 

    本周教师布置的任务点完成率 91.83%。课堂活动使用率普遍较高.

 

 

4.3  教学活动统计情况 

    各院系参与教学活动排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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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院系使用情况 

     本周各院系使用情况良好，院系访问量最高的是：中医学院、护理学院、

针灸推拿学院。新建课程最多的是：基础医学院、基础教学部、药学院。上线教

师最多的是：临床医学院、药学院、护理学院。资源上传最多的是：护理学院、

针灸推拿学院和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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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周学生使用数据 

5.1  整体学生数据 

学生的访问量稳定数据约为 20409365人次，完成了 222961个任务点。70458

人次的学生参与了活动，18527 人次参与了讨论区的回帖。18665 人次完成了作

业。

 

 

 

5.2  学生学习设备分布 

    移动端是学生主要采取的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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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学生学习访问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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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单位 信息数量（条） 备注 

1 基础医学院     6  

2 中医学院     10  

3 药学院     14  

4 针灸推拿学院 13  

5 护理学院 26  

6 健康管理学院 6  

7 临床医学院 7  

8 康复医学院 7  

9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10 体育教学部 2  

11 外语教学部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