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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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20 年 5 月

我的网络课堂

——土木工程学院 李立军

决战新冠肺炎疫情之际，部厅校院逐级将“延期开学期间停课不停学”任务

传达至每位教师。面对此次突发任务，施工教研室以李立军、刘元珍为主的老师

们果断提前结束假期，为及时、顺利开展教学共商针对有效的教学方案，包括教

案准备、大纲深化、平台选择、操作熟练、题库建设等工作，做到未雨绸缪。

一 确定目标，精心准备

针对“宅师”“宅生”客观实际，施工教研室的老师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利用正在承担的精品课程建设资源，结合学校提供的“中国大学 MOOC”平台，

同时积极落实学院提出的“要有备选方案”的要求，确定“按时开展线上授课，

保证高质量教学”目标。围绕该目标，开课前做了精心的准备，主要内容如下：

1 授课平台选择，除 MOOC 平台外，还选择 QQ 直播、腾讯会议、腾讯课堂、

钉钉直播等多途径教学平台，并提前演练掌握操作；

2 根据教学计划，利用但不依赖异步 SPOC，编写教案，录制对应章节的教

学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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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节课开课前，教研室老师集体开展教研讨论，对教学过程进行预演；

4

4 利用慕课堂等工具，精心编制练习题库。

5 准备调试直播设备。

二 强化过程，精准实施

1.教学手段多样化

根据网络教学及土木施工课程的特点，认真备课，纸质教案、施工照片、动

画视频、规范标准、课堂习题、讨论、课后作业等多种教学环节综合应用。

1）精品课程为主导

以慕课《土木工程施工》为主，系统学习土木工程施工课程内容，掌握典型

图一：教研室研讨及备课

图二：调试设备及互动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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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工艺流程、熟悉施工质量、进度、安全管控，使同学们具备土木工程施工的

理论基础。

2）案例式教学法

选取我省近年来的有代表性的二青会水上中心、太原地铁项目、山西体育中

心等重点建设项目，以案例式教学，将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紧密结合。剖析重大

工程在建筑设计、结构选型、施工工艺、建筑材料、施工管理、现场管理等环节

的重点知识，培养同学们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图片视频教学

结合土木工程施工实践性强的特点，收集大量现场典型工艺图片，制作部分

复杂工艺的教学视频，生动形象地展示施工工艺。主要包括：深基坑支护工程、

桩基工程、钢筋工程、预制构件吊装工程等。这种教学方式收到很好的效果，同

学们非常喜欢，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且对于知识点的学习与记忆帮助很大。

4）课题研究型教学

在教材知识点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我国建筑行业发展的趋势及战略调整，

与同学们互动讨论一些行业最新结构、工艺、材料等，重点包括：装配式结构体

系分析与探讨；复杂基坑支护与安全研究；基于 BIM 技术的施工信息化管理研究；

智慧工地、绿色建筑、PPP、EPC 等热点知识的学习了解，拓宽同学们的专业视

野。

图三 多种教学手段

2.教学环节丰富多样

网络教学具有注意力宜分散、视觉疲劳、容易走神、老师以课件为主等缺点，

针对部分学生反映每节课程 20 分钟后注意力就会下降，听课效果不好等问题，

设置不同教学环节。通过改变教学环境和场景、转化教学角色、做学生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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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手段，增加同学们参与感、新鲜感、紧迫感，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1）课堂谈论

每听 20 分钟左右的教学内容，设置 1~2 个小问题，与同学们互动交流，改

变学习节奏，调解学习氛围，在 QQ 群里随机点名，现场回答。

2）随堂练习

上课前，根据教学视频、课件及教材进行认真的备课，编写慕课堂随堂练习。

包括单选题、多选题、填空题、判断题等多种形式，要求同学们在固定教学时间

内完成。一方面强化学习知识，另一方面调动同学们回看视频、认真阅读教材的

积极性。

3）课后作业

图四 课程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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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章节结束后都留设一定数量的课后作业，以简单和计算题为主，考察同

学们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并在规定时间提交，进行评阅。

3.多样化教学渠道

除了正常的慕课外，考虑不同教学环节需要以及同学们的使用习惯，在教学

中增加 QQ 直播、腾讯课堂、腾讯会议、录播等多种教学渠道，没有因为慕课系

统而停课，预案取得良好教学效果。同时，使得同学们尝试不同的信息化教学手

段，提高大家信息化教学素质。

图五 多样化的教学渠道

4.素质教育

网络课程学生无法与老师面对面沟通，再加上疫情问题，同学们很容易产生

焦虑不安的情绪。所以在教学过程中，除了安排大家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外，与

同学们的思想交流也必不可少。在整个教学期间，共进行 4~5 次这方面的沟通与

交流。首次是本课程上课前，与同学们进行交流，了解学校及学院关于疫情期间

的教学安排、教学活动开展情况以及本课程教学安排；第二次是在教学中间，重

点与同学们交流心理调节、学习作息、锻炼身体等内容；第三次重点讨论了职业

道德、职业底线、职业素养等方面的内容。通过交流，及时掌握大家的心理状态、

引导同学们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疫情、面对困难。

5.翻转课堂

为了培养同学们自学能力、组织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培养同学们查阅资料、

加工整理凝练资料能力；培养同学们制作 PPT、熟练演示能力；在装饰装修工程、

防水工程采用翻转课堂的方式进行。利用腾讯会议分组网络直播，，每组 6名同

学，分工协调，收集资料，精心备课，直播讲解，每组时间控制在 15 分左右。

一组在讲课过程中，其他组进行打分评价，最终排出名次。通过这种方式，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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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实际效果大大超出我的预期。有些组

整个环节做得非常完美。无论从知识点选择、PPT 制作、资料视频图片收集还是

直播讲解都非常好。评价标准：满分 100 分，其中老师打分占 40 分，同学小组

打分占 60 分，具体指标及权重如下表。

表 1 翻转课程综合评分表

打分指标
满

分

1

组

2

组

3

组

4

组

5

组

6

组

7

组

8

组

9

组

10

组

11

组

12

组

13

组

14

组

15

组

专业知识

准确性
30

授课内容

完整性
20

讲课表达

水平
25

PPT 制作质

量
15

时间掌握

精准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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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翻转课堂

三 学情反馈，不负韶华

根据两周来的教学实践，结合 mooc 平台的统计数据，对网络教学的效果进

行了汇总。数据显示：超过 95%的同学能够积极参与到网络教学中；超过 97%的

同学能够按时上课并完成慕课堂中设置的练习；98%以上的同学能够按时提交手

写课后作业；慕课堂堂测练习准确率为 94.5%；接近 80%的同学认为施工教研室

组织的网课教学效果好。

不论何时、面对何种情况，施工教研室以李立军、刘元珍为代表的老师们均

能集思广益、沉着应对，均能一以贯之的坚持立德树人，学为人师，行为师范，

均能守初心，担使命，砥砺前行，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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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学情分析

四、现场教学

面对返校毕业班学生，为了不落下任何一个教学环节，我院对 2016级毕业

实习采取现场教学、网络直播、互动交流等方式进行。将现场搬进教室，取得非

常不错的效果。我作为实习负责人，全程指导、参与该项工作。

图八 现场教学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