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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理工大学

网络教学先进教师经验分享

教务部教师发展中心 2 2020 年 5 月

网课用心 “疫”路精彩

——数学学院 张素方

2020 年伊始，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不仅打乱了人们生活的节奏，也让同学们

回到校园上课变成了奢望。按照学校“停课不停学”的要求，2 月 17 日开始我

校教师依托网络教学平台开展教学工作，这对我来说也是头一次，走下讲台，担

任线上网络课程“主播”，挑战性十足。面对困难，我没有退缩，而是全身心投

入到线上课程的教研当中，不断在实践中丰富教学内容，在互动中改进教学方法，

让线上课堂更精彩，让同学学习更主动。主要体会有以下几点:

一、了解和掌握网络教学的特点和规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觉得网络教学首先要了解把握其特点，知己知

彼，方能百战不殆。网络教学与传统教学相比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网速要求高，

平台容量大，各平台之间切换操作要熟练。我第一次用 MOOC 平台加 QQ 群授课，

也经历了各种的手忙脚乱，这边 MOOC 平台拥挤上不去，那边学生反映 QQ 掉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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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群信息一条接一条，最后只好让所有学生转到 QQ 群，通过图片和语音的形式

为学生讲解。可以说在心惊胆战中结束了第一次课。后来在家人帮助下实现了钉

钉直播，从此不再掉线，逐渐适应了钉钉直播、MOOC 平台、慕课堂等操作，可

以在他们之间任意切换，课程效果立马显现。二是打破了时空界限，同学们拥有

了更多的自主权。如果说传统课程是以老师为主导，网络课程则主要以同学为主

导。三是直播的强交互性使师生互动更充分，学生学习兴趣更高。直播模式的单

向可视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更加放松的环境。所谓单向可视，即在上课的时候，

只有同学能够看到老师，但老师是看不到同学。在这样的情况下，同学们的状态

更加放松，不会因为座位的原因存在前后之分，所有人都处于相对公平的教学环

境中，有问题时在讨论区以打字的形式提问，老师就会予以回复，师生沟通互

动更加顺畅。

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效果明显

所谓“翻转课堂”即是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中老师满堂灌的教学模式，让学生

提前了解内容的重点难点并进行独立思考，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真正实现随时随

地学习，对知识的盲点、弱项做到心中有数；教师通过在线与学生互动，了解每

位学生的实际情况，实现个性化辅导和因材施教。具体做法是：

重点难点以问题形式提前发布。上课前 15 分钟，我会把精心设计的上课流

程、课程内容重点难点以问题形式提前发至慕课堂讨论区，学生在签到同时可查

看本节问题，课前或课上通过视频学习内容，完成慕课堂讨论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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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点评和共性问题分析。通过查看学生答题情况可适时掌握学生预习情

况，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对个性问题以钉钉直播形式进行个别学生点评；

对共性问题通过白板板书形式对全体学生进行讲解，最后梳理内容并进行拓展训

练。

课程效果评价并改进。下课后我在家校本上发布作业、批改作业，拿着手机

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学生的作业一个不落，逐一检查，并针对每个学生的作业

做出评价，对存在问题的学生，发语音或打电话讲解让学生纠正。通过作业分析，

发现课程讲解的不足之处，加以改进完善，循环反复，实现教学方法不断完善更

新。

三、丰富教学手段，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线上教学并非新生事物，目前大面积完全采用线上教学还是第一次，线上教

学的确可以弥补线下教学一些不足的地方，例如线上教学能回放、提前自主学习、

学习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教师可随时随地答疑等，但全部课堂都在线上，教师

的肢体语言、面部表情、人格魅力很难发挥，学生在线上课堂走神时、打盹时再

没人提醒，尤其仅看视频课，此时线上教学变得枯燥乏味。这就对教师提出更高

的要求，我的感受是要做到“心中有爱，课中有情”。“心中有爱”，必须把对

学生的高标准要求落实到课前、课中、课后的每一个细节中，打造精品课程。“课

中有情”，就是要不断加强互动，以大数据为依托，开展个性化辅导，不偏不倚，

实现教学内容精准、精细、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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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新教学模式的体验，我深知教师不仅仅要“站好讲台”，精通更多

传播知识的有效途径，而且要花更多的时间沉下心来思考激发学生求知欲方法，

提高网课的效率，脱虚向实，因势利导，不为求新而新，用好新手段、新方法、

新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