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上教学前三周学校教学督导工作总结(3.2-3.20)

一、校、院二级教学督导工作情况

（一）校级教学督导方面

1.继续深入课堂听课看课巡课：线上教学第二周校级教学督导网

上巡课看课听课 247 人次，第 3 周，校级督导共听课看课巡课 150 人

次，累计 667 人次，覆盖率达 95%。

2.完成了 41 个线上教学典型案例汇编工作；

3.编制完成 2020 年第一期教学简报，将 12 个教学单位教学督导

总结汇编，相互学习借鉴

4.完成线上教学课堂评价指标设计工作

（二）二级教学督导方面

1.继续听课巡课看课：第 2周，二级教学督导听课看课 469 人次，

累计 1165 人次，听课覆盖率 92.7%；第 3 周，二级教学督导听课看

课巡课 489 人次，累计 1640 人次，被听课教师 409 人，实现现有课

教师听课全覆盖。

2.层层包干，责任到人，领导和督导在群里及时发现推广好的做

法，有的学院研讨交流，进行教师和学生问卷调查，及时了解教与学

状态。

二、线上教学总体情况及亮点

老师们对所选用的网络平台和辅助手段的功能及操作越来越熟练，

并在不断改进优化，保证了线上教学平稳有序开展。教学亮点看：



1.注重课堂教学设计：在积极选用和有效利用优质教学资源充实

课堂教学的同时，很多老师结合线上教学特点，以学生为中心，加强

课堂教学设计，表现在课前发布教学任务和教学安排，时间节点、教

学重点难点、教学要求等，

2. 积极融入课程思政内容。结合中国疫情防控做法、社区组织、

心心理疏导、法律问题、词汇等进行讲解和让学生讨论（马克思主义

学院、法学院、外语学院等）。

3.积极创新线上教学方法，采取了“慕课堂+中国大学 MOOC（超

星） +企业微信直播”、“慕课堂+直播”、“利用企业微信群等形

式，直播时，除了白纸当黑板、语音+板书外，还有的老师采用 ppt

上写板书，边写边讲，或模拟“黑板+粉笔”教学模式，或让黑板占

满屏幕，犹如坐在教室里听课一样。易于学生听讲、学习声音清晰、

讲课的语速、节奏也很好。视觉效果非常好。这种线上教学模式具有

很好的示范作用，值得大家学习。加回放形式努力打造网上“真”课

堂

4.老师们时时在线，无论在线上线下、还是课前课后，日以继

夜的与学生教学互动和讨论辅导答疑，测验等，赢得了学生们的广泛

认可，保证了疫情防控期间的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

三、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作为全新的线上教学模式，老师们和学生们都有个学习和适应过

程，虽然前两周线上教学有很多亮点和感人之处，但还有需要不断改

进和完善之处，表现在：



1.在教学平台使用及模式选择上：

有的老师让学生看慕课资源外，在微信平台或其他平台全程文字

交流，没有语音、没有课件，学生爬楼很累，现场感不强；还有的老

师采取（企业微信、腾讯等）会议直播形式，没有教师画面，没有

PPT，学生靠听去记忆，现场感不强；总体看年轻教师网络应用方式

较多。建议：改进完善教学模式；

2.在教学平台资源利用方面：

无论是中国大学 MOOC 视频资源还是超星平台等优质网络资源，很

多都是 985、211 大学的精品资源，其内容、教学要求与我校应用型

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大纲等方面要求吻合度有偏差，有的同学反映内

容偏难，不完全适应我校教学要求。

建议：在充分利用优质资源的同时，采取直播等形式对其中的内

容进行补充讲解、或重点难点进行解析；

3.在教与学的效果上：

线上教学不同于课堂教学，应研究线上教学规律和特点，教学内

容要突出重点难点，教学方法上优化，教师如果还按课堂教学进度和

内容讲，学生会感到难以接受。另外，教师按原上课计划时间讲满课，

答疑的时间就会很少，致使一些教师在课后花很多时间检查学生的学

习情况。学生一天 6 节课都在网上学习，会很累。而且，多数课程学

生是没有教材的，内容过多，不能进行充分的预习和复习。一开始学

生对线上教学还感兴趣，但时间一长，就会失去兴趣，达不到预期的

教学效果。



建议：教师调整教学内容，课上突出重点，放慢速度，给学生缓

冲的时间，当堂的内容和环节当堂完成。做到“教一点、学一点、会

一点”，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提高教学效果。

4.从二级督导反映学生学习状况及效果看:

从学生学习情况看：有的班级课表课程很满，部分同学反映长时

间的网课很累。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无法面对面交流，从早到晚一

直面对电脑和手机上课，时间长了确实对学习效果、学习积极性、身

心健康不利。很多学生家里没有电脑，利用手机上课，屏幕小，眼睛

容易疲劳。还有的同学产生大量“流量费用”带来经济负担，

建议：合理减轻学生学习的压力和负担，劳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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