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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9日，我校在线教学授课情况为：开课数 425门，659

门次；授课教师 659 人次，授课班级数 466个，学生在线学习数

31817人次，学生到课率 98.88%。 

任课教师结合各自学科特点，精心策划，认真组织，依托中

国大学慕课、雨课堂、智慧树网等多个在线教学平台，并结合

QQ群、微信群、钉钉等即时通讯工具组织网上教学和课后答疑,

多举措确保实现“停课不停学、线上保质量”的目标。本期将分

享文学院车延霞等老师在线教学典型案例。 

各院（部）的开课数、开课门次、班级数、教师数（人次）、

学生数（人次）和学生上课率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 1. 各院（部）3 月 19 日线上开课数分布图 



 

图 2. 各院（部）3 月 19 日线上开课数（门次）分布图 

 

 

图 3. 各院（部）3 月 19 日线上开课班级数分布图 



 

图 4.各院（部）3 月 19 日线上授课教师数（人次）分布图 

 

图 5. 各院（部）3 月 19 日线上授课学生数（人次）分布图 



 

图 6. 各院（部）3 月 19 日线上学生上课率分布图 

 

 

 

 

 

 

 

 

 

 

 

 

本期线上教学典型案例 

---倾心为师打造生动课堂，在线教学演绎精彩教法 

 

两千多年前孔子困于陈蔡而弦诵不绝，演绎了读书人的坚

持；70 多年前西南联大师生面对空袭而刚毅坚卓，演绎了读书

人的奋发；2019 年年末延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下全国的停课

不停学，则演绎着教者的诲人不倦和求学者的一心向学。张孝祥



曾言“于羽檄交驰之际，不敢忘学”。无论怎样的非常事件，都

无法阻挡教师教学以及学子求学的活动。 

枣庄学院在本学期正式开学之前便提前谋划、提前布局，从

技术指导等入手，一步步引导教师们熟悉并运用在线教学这一方

式，从而为教学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枣庄学院文学院语文教研

室的教师们和他们的学生们，用在线教学的方式，尝试知识的传

递和情感的交流。当 2月上旬学院发布网上教学任务后，和学院

的同事们一样，语文教育教研室教师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来准备网课。积极参加学院的培训，学习开设网课相关的技能。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采用异步 SPOC和 QQ直播的方式进行

授课。前期范伟老师在中国慕课网上建立异步 SPOC，完成四川

师范大学靳彤老师团队《语文教学设计基础》国家精品课这一课

程的导入，指导学生加入课程并按照班级建立慕课堂，进行线上

作业的发布和辅导。同时建立以班级为单位的 QQ 群，联系学习

委员组织同学进入相应的群。 

 

 

 

 

 

 

 

 

第一周以学生学习该课程慕课的形式进行。第二周开始范伟



老师在 QQ直播，第三周开始车延霞老师在 QQ群向任教的三个班

级---18汉语言文学教育专科 1班、18汉语言文学教育专科 2班、

17 汉语言文学教育本科 1 班直播。笔者有幸随堂听了车老师一

周 3 次，每次 90 分钟左右的直播课。三周下来，与其他听课的

学生一样收获颇多而又意犹未尽。现将听课所得奉上： 

一、充分的课前准备 

上课前一天，车老师会在 qq 群发布课程预告以及相关的教

案和文字资料，把主要的教学内容告诉给大家。第一次上课之前，

提前一天在群里和学委等班干部做直播测试预演，保证直播中师

生交流的畅通。因为之前已经有其他老师用这一方式上课，所以

学生适应起来很快。课前二十分钟，车老师就打开了直播间等着

同学们的加入。这时直播间会有悠扬而让人心静的音乐传来，能

够让同学们迅速进入学习的状态。 

二、融洽的课堂氛围 

周一上午十点，时间一到，车老师就准时向 18 专一的同学

们开讲。很多时候中间不休息，一口气直接讲下来。而周二，面

对 18 专 2 的同学她的课又有新的调整、注入了新的活力。到了

周三，17 本科 1 班的课程，这是难度会相对加大。可以说车老

师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精准的施教。课后车老师特别关注学生动

态，对于学生线上提出的问题耐心辅导解答。 

正因如此，车老师的课常讲常新。笔者一周听 3次，觉得每

一次都特别有收获，特别感到。车老师上课永远保持着她的激情

和热切，隔着屏幕也会被她感染。通过语言，学生就会有一种浸

入式的体验。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在课堂中不但学习了专业

的教学论知识，而且还体悟到了进取的精神、奋发的意志。做教

师应如此---不断学习新技术提升自己、学习新知识丰富自己，

最后通过教书育人，把课程的精髓传到学生心里，同时又点燃学

生心中的求知欲。车老师这样既有学术高度又有人文温度的率先

垂范，给即将踏入教师行列的学生们以感召。 

 

三、布置课后作业 

语文教学与课程论 QQ 群的互动也是一大特色。虽然不能像

面授一样提问和回答，但同学们的参与度很高。车老师发布课程

作业或者发布下一次的预习信息后同学们总是能热情响应。感觉

师生之间的交流很及时也很真切。 

四、良好的课堂反馈 

课后听课者给予车老师高度评价,笔者摘录其中几条评语： 

（1）重难点突出，课堂案例丰富，既有理论的引领、古今教学

现象的梳理，还有贴近实际生活的生动案例。课堂有驱动力。 

（2）三堂课三种生动的演绎！纲举目张、条理清晰。语言常带

情感，演绎精彩课堂！有情感、有生命体悟的好课！ 



（3）老师的现身说法非常生动！ 

（4）课堂有启发性，有驱动力！总体感觉意犹未尽，还想听一

遍！特别的生动！跟学习生活实际也很贴近。 

（5）讲课框架简明，宏观驾驭还有高屋建瓴。 

（6）内容深入浅出，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贴近学生最近发展区，

有提升力。 

（7）听车老师的课就会对一堂好课有直观的感受。 

（8）事例丰富，道理深处浅出。讲课充满激情！引领力强。 

（9）既有专业深度也有人文温度！课堂很有感染力。 

（10）既重拾学术史梳理和又注重时效性结合。 

这就看出不一样的在线课堂里，一样的是授课教师的用心以

及全情投入。疫情之下，这个课堂形式，也许是特殊历史时期在

线课堂的一个缩影吧。观之文学院，再观之枣庄学院，这样的案

例不胜枚举。 

桃李不言，成蹊其下。躬耕教学，满院彩霞！观语文教学与

课程论，心有所得，笔而记之。 

枣庄学院教务处 

2020 年 3 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