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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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2020 年 5 月

从手忙脚乱到一网情深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在线教学探索与实践

——文法学院 杨建华

仍清晰记得 2 月 15 日下午自己的课程终于能够使用中国大学 MOOC 平台

由南京大学肖泽晟老师主讲的《中国行政法原理》时的紧张和激动，而 2月

17 日周一早上八点第一大节就是我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短短时间内

需要转变教学方式，进行教学设计，录制课程内容，至少保证第一节课能正

常开课，对于我这个“在线教学盲”来说真是莫大的挑战，那个晚上一直忙

乎到凌晨四点，其实还不困，实在是因为第二天还有很多工作要继续，才在

将要初尝在线教学的孩童般的兴奋中进入了梦乡。两个多月一转眼过去了，

从最初的慌乱、压力山大，不分早晚的“骚扰”同事求教救急，到现在的自

如，熟练，从容地把自己的教学理念和教学设计充分融入教学过程，内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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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充满了喜悦和成就感。

一、精心设计，严格要求自己的“教”

1.自录课程，确保可以把自己的教学理念一以贯之的渗透在整个课程的

始终。申请使用 MOOC 资源时，因为可选资源太少，最终选用的课程与马工程

教材不配套，与初学者的需求不匹配；第一和第二节课是使用平台资源一部

分，我自己补充讲解一部分，两个老师的讲授能够相得益彰太难了；从第三

节课开始，全部课程视频改为我自己录制，工作虽辛苦些，但这样一来教学

过程的设计和实现不必受制于平台资源，为满足录课所需，全部 PPT 也是重

新制作。疫情期间，各种杂事的干扰减少，可以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备课，两

个多月下来，积累的课件、视频、习题、裁判文书等资源之丰富让人颇感欣

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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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前细化每节课的教学步骤，以免忙乱遗漏。以一小节课 50 分钟为例：

第三章 第一节 行政主体

3.1 行政主体的概念和特征

3.2 行政机关

3.3 被授权组织

7:45 打开签到，微信群提醒大家签到，早到的同学聊天，热场

8:00 微信群明确本节课的各项教学活动内容和顺序

8:01——8:25 3.1 视频（9分钟）和 3.2 视频（9 分钟），考虑到学生记笔记和

消化所需

8:25——8:30 发布慕课堂练习题，答题时间 5 分钟

8:30——8:40 有问题的学生在微信群提问，或教师对错误率高的试题答疑

8:30——8:40 与此同时，讨论区发布相关内容的主题，学生可以根据自己错

题情况听答疑和参加讨论区的讨论；因为慕课堂练习题是检测

刚刚听过的课程视频的，通常较为基本，只要认真听课，正确

率很高，所以同时开设答疑和讨论，老师也可以顾得过来。

8:40-8:50 3.3 被授权组织（视频时间 8分钟）

短暂休息后，开始第二小节课

3.注重教学内容的时效性和实效性。疫情为法律人提供了很多思考的素

材，紧密结合疫情期间的公共行政特点，我通过讲解法治如何为疫情防控提

供保障、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应急状态下的运用、隔离观察措施的性质、从大

理口罩征用事件看我国的行政征用制度、行政指导的价值功能等等，引导学

生从自己身边所见来切实领会行政法的基本原理，也引导学生避免思考时的

人云亦云、大而化之、空洞无物、先入为主，要做到具体分析、理性思考。

4.通过“裁判文书研读法”，引导学生走入实践，在经典案例中真正理解

课本知识。案件主要选取的是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判的案件、公报案例、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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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案例、典型案例或其他在案例事实分析和法律运用中具有重要价值的案例。

专业课教学的以案说法不是普法性质的大众知识，而是必须悟透裁判文书中

的说理和分析，“裁判文书研读法”是老师和学生均与经典对话，与案情对话，

与逻辑分析对话，与裁判时依据的法理和学理对话，学生的读、查、思、辩、

写能力从中得到很好的训练，而且这些经典案例中所展现的法学原理和逻辑

分析的魅力对于提升学生的专业兴趣、专业自豪感和法律职业能力大有裨益。

5. 自制课后习题和作业，同时自制慕课堂练习题作为当堂内容检测。作

为在线教学的重要检验手段，通过练习，发现学生掌握知识的弱项，录制视

频或直播讲解，有的放矢，及时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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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精心设计讨论区的讨论主题和机制，实时回复学生，学生参与度高，

观点有质量，展现了教学的互动式。

二、注重互动，紧密关注学生的“学”

1.努力营造在线教学的“实时线下课堂仪式感”， 提前十分钟开始签到，

群里提醒，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状态；课件发布的节奏、练习题何时发布、讨

论区如何安排，委婉的表扬提问积极的同学，以此激发学生的从众心理，克

服在线学习易于走神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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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应学生的法考需求，用真题来加深对法考重点知识点的理解，提高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把认真回复学生在讨论区的观点作为引导学生思考和分析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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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充分挖掘平台的功能，关注后台数据统计，不定期发布问卷，随时掌

握学生学习进度，督促学生学习。

5. 恰当选择好多个平台互相补充，既不会增加学生的负担，也可以发挥

网络拥堵时的备用作用、个别知识讲解需要直播作为补充手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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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引导学生的自律自控、自我管理能力，督促和鼓励并重，虽难耳提面

命，但从学生讨论的质量、提出的问题、作业的情况都可以反映出绝大部分

学生的学习效果还是很好的。

疫情是挑战，但对于在线教学来说也是一次飞速发展的机遇。开展混合

式教学是我的心愿，而初次触摸网络教学、慕课平台、教学设计、录屏软件、

慕课堂，发现一向有距离感的在线教学自己竟然也能操作了，这份欣喜让我

忘记疲惫，忘记时间，可谓没日没夜，无论是 PPT 制作、案例选取、课程录

制、编写测验题、练习题和作业，课堂讨论区的主题设计，课内实践教学主

题的选择都倾注了最真诚的付出。但我也深深知道，自己津津乐道这段时间

所从事的工作，无非是因为先前在网络教学、混合教学方面实践的太少，但

我也相信自己会把这次在线教学积累的经验作为提升自己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水平的良好开端，主动求变，做到把今后的每一堂课都能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