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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根据山东大学的统一安排部署，威海校区各教

学单位按照“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要求，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在线教学

活动，同时，教务处按照“防疫第一，隔离优先”的工作原则和在线教学实现“课

开起来”到“质量提起来”的转变的工作要求，同步组织开展教学督导工作，助

力“按时放假，如期毕业”，教学督导工作得到了校院两级督导教师的积极响应

和支持。 

一、在线教学督导基本情况 

1、在线教学平台使用及督导情况。按照学校的要求，授课教师充分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科学选择雨课堂、中国大学 MOOC、智慧树平台等多平台网络教学

资源，以及腾讯会议、腾讯课堂、企业微信视频会议、钉钉、QQ 群、微信等各

类会议系统和实时通讯工具等，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在线教学活动。经统计，第

五周，使用腾讯课堂或腾讯会议的有 908个教学班，占线上教学班总数的 47.19%；

使用 QQ群、微信群、钉钉软件的有 460个教学班，占线上教学班总数的 23.91%；

使用长江雨课堂的有 116 个教学班，占线上教学班总数的 6.03%；使用慕课+答

疑、授课录像+答疑、优学院在线学习的有 298 个教学班，占线上教学班总数的

15.49%；另有一些教学班使用智慧树、超星尔雅通识核心课等方式开展教学活动。

截至目前，21 位校级督导员通过雨课堂、腾讯会议、腾讯课堂等多种形式共在

线督导听课 104 门次，71 位院级督导员根据本单位在线教学实际，也采用多种

形式广泛开展教学督导工作。 



2、在线教学秩序。从教学督导反馈信息来看，除开课第一周因平台拥堵、

网络卡顿等对登录课程有影响外，授课教师能按时开课，未出现迟到、早退等现

象，广大学生遵守学习纪律，按时上课，总体到课率达到 96%以上。 

3、在线教学督导沟通与服务。教务处做好定期汇总督导信息和反馈工作，

加强教学督导沟通和服务，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提升督导成效。一是组织校级

督导员积极深入一线课堂开展督导工作，并于每周五汇总整理听课记录表，当天

向有关教学单位和教师反馈督导意见、建议；二是组织各教学单位每周报送本单

位教学督导信息，全面、系统反映本单位在线教学运行状态和学生学习情况。 

4、在线教学资源的提供。广大授课教师通过提供电子版教材、教学课件、

教学大纲、教学日历，阅读材料、文献等形式丰富的教学材料，帮助学生学习。

部分授课教师借助中国大学 MOOC资源，指导学生开展在线学习。 

二、在线教与学的效果 

1、授课教师熟练掌握、使用在线教学技术。从这几周的教学运行情况来看，

授课教师响应学校的倡议，准备多种教学预案，通过参加培训、自学等方式，熟

练掌握了多种在线教学技术；从第一周后半段开始，腾讯会议、腾讯课堂、长江

雨课堂等在线教学平台和工具运行逐步平稳有序，授课教师合理选择在线教学方

式，这从根本上保证了教学态势持续向好和教学任务如期完成。 

2、学生认可在线学习方式。经反馈，目前学生已普遍接受和适应在线学习

方式，在线学习效果较好，认为基本达到预期学习目标，对在线教与学总体持满

意态度。以翻译学院为例，通过对学生关于在线教学的问卷调查显示，对在线教

学感到满意或者比较满意的学生占比为 96.75% 

3、多措并举确保学习效果。为了确保在线教学达到预期效果，授课教师除

在课堂上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外，通过课堂签到等严格课堂秩序管理，同时，

督促学生课前预习，课后按时完成作业，做好课前、课中、课后有效有序衔接，

巩固学习效果；授课教师与学生互动频繁，通过 QQ 群、微信群等渠道答疑，及

时消解学习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三、在线教学存在的问题 

1、对在线教学的适应问题。对多数教师而言，在线直播教学是新生事物，

开学初，授课教师对在线技术不是很熟练，课堂管理稍显生疏，加之平台拥堵、



网络延时、边远地区上网不便利等问题，教学进程不是很顺利，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师生的教与学感受，进而影响了教与学效果。随着平台改善和技术的熟练，以

及教学预案的启用，授课教师不再受制于单一教学平台，随着操作熟练程度越来

越高，师生对在线教学的好评提升，良好的教学效果也随之出现。 

2、教学方法有待进一步丰富。开学初期，部分教师教学方法以讲述式为主，

形式单一，难以将学生的注意力长时间集中于课堂，学生参与学习的感受较弱，

影响了教学效果。随着在线教学的推进，授课教师探索、采用参与式在线教学方

式，师生良性互动，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3、课堂纪律及学习效果需要继续加强。学生在线学习总体到课率较高，基

本达到预期学习目标，但也有少数学生没有按时上课，存在缺勤现象；部分学生

反映，在线学习难以长时间保持精力、注意力集中，出现开小差现象，同时高强

度的在线学习影响视力；部分学生反映对手机和电脑的依赖感增强；部分学生反

映网络延迟影响学习进程。这些问题都对学习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4、部分课程的教学效果有待提高。从督导反馈的信息来看，有师生反映，

舞蹈类、体育类等课程，因受制于场地、器材、教学工具等，加之授课教师难以

面对面辅导，学生学习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一些语言类课程，授课教师很难及

时掌握学生学习进展和效果；实践类、实验类课程较难通过在线学习完成学习任

务。 

5、部分学生在线学习体验欠佳。学生在线学习经历了一个从较难接受和适

应到普遍接受、适应和认可的过程，这个过程蕴含了广大师生员工的辛勤付出和

努力。同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学生出现担心、紧张、焦

虑等负面情绪；在某些老少边远地区，网络欠发达，通讯不顺畅，在这类地区的

学生，在线学习不方便，效果难以保证。有关单位针对以上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

措施，点面结合，缓解学生的负面情绪，力争在线学习中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四、督导员老师的建议 

1、教学内容与方法。授课教师继续认真备课，理论联系实际，丰富教学内

容；积极研究、采用适合在线教学的启发式、互动式教学方法，加强师生互动，

将学生注意力维持着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多参与学习过程，增强在线学习体验和

效果；完善课前预习和课后作业环节，通过多种方式开展答疑；对于互动中学生



提出的问题、疑问，授课教师要及时关注，予以回应。 

2、教学技术。授课教师进一步熟练在线教学技术，继续准备两种以上的教

学预案，多种在线教学技术有效结合，确保教学进程和课堂管理有序推进；对于

部分不具备回放功能的教学平台，建议授课教师结合录屏方式，供学生回看，巩

固学习效果。 

3、教学方案。对于不方便参加线上学习或因各种原因缺勤较多的学生，建

议教学单位制定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方案，帮助、督促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关

于实践类、实验类课程，建议有关教学单位尽早制定方案，做出统筹安排，有序

推进学生返校后的教学工作。 

4、教学秩序。继续加强课堂秩序和纪律管理，加强课前签到等工作，及时

与未上课学生取得联系，确保到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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