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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当前，高校复学时间比往年迟了一些。为了不耽误课程进度，各高校进

行了系统的安排，积极推动线下课程向线上教学的转变。从人数规模较小的专业

课到全校级别的通识课（如：创新创业基础课、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等）

均进行了形式上的全方位大调整。 

在技术成熟的今天，疫情作为触媒，燃爆了教学上的改革，是机遇也是挑战。

在我看来，对于授课教师而言，线下课程变成线上课程所面临的最根本的挑战便

是学习者注意力难以集中和管理者无法实时监管的两个问题。因此，授课教师需

要思考教学内容的处理和教学方式的转变。 

为此，结合我的专业课《供应链管理》 ，从课前准备、授课实

况和课后反思三个方面做了一些粗浅的总结和分析，以作与同仁们交流探讨。 

 

一、课前准备 

（一）思考：怎么上？ 

接到线上授课通知后，我便开始思考如何提升线上教学的有效性来完成线下

向线上教学的华丽转身。首先我对我的课程内容进行了分析，并对听课者听课状

态进行了换位思考： 

1、倘若我们在线下教学时如果发现学生“当面”刷手机或者“抵制”课堂，我

们可以进行及时疏导与教育。然而，线上教学对这种现象是无法实时监控与监管

的。可能会出现学生随意“无视”教学课堂的现象，即：线上开着你的课，无视你，
走过场，做自己的事。 

2、对于《供应链管理》这门专业性极强的、文字内容较多的课程，如果只

是将通过百度/书本上轻松可获取到的知识搬到线上的话，可能会被学生嫌弃。

即：单纯录课播放的方式，学生会觉得太简单，觉得回去可以自己查。久而久
之，网课“刷”起来~ 

3、直播上课过程中，对于概念性问题，如果没有技巧的解释可能效果不良，

导致学生“跟丢”。以往我们的线下教学可以通过肢体语言、眼神交流等面对面的

方式查看学习者的接受情况，然而线上方式由于不能准确判断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造成学习者处于“游离”状态。即：单纯的直播会让听者疲劳而“溜号”。 

4、线上学习使用者通常是习惯娱乐方式的学习，而非线下的思考性学习。

因此，像《供应链管理》这种专业性极强的课程内容，在线下教学的时候常常采

用启发式教学手段，然而线上教学不可取。即：启发式教学方式在线上教学中会
让听者“跟丢”。 

（二）确定：如何上？ 

针对这些疑惑，我首先和兄弟院校辽宁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吴国秋博士、重庆

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彭维老师、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杨帆主任等人进行了远程会

议，切磋探讨了《供应链管理》空中授课的教学方式。在增加互动环节、增加课

程趣味性以及增加交流线上感上提出了线上教学的应对方案。最终，从众多建议



中计划把以下 3 方面介入到自己的课堂中。 

1、平台选择——welink 平台+超星平台 

目前市面上的教学平台大致有三类：会议类（腾讯会议等）可以视频通话但

不可以文件共享；直播类（抖音等）可以直播授课，但无法和学生进行语音沟通，

同时不可以共享文件；会议+直播类（welink、zoom）不但可以进行直播授课，

还可实现文件共享、白板演示等功能。针对平时的讲课习惯，我需要具备视频播

放、黑板写字演示、直播讲课、实时与学生互动探讨、智能签到等功能，因此选

择了华为公司开发的 welink 平台作为线上授课平台。同时，学生的自学平台选

用了电子书籍资源量较大的超星平台。 

2、教学内容——适当调整，尤其难点内容会根据超星大数据分析后把握 

针对线上教学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学习者的状态分析，适当调整了教学内容，

而非直接将线下内容全盘搬到线上完成。尤其每节课的难点内容会根据学生自学

情况的大数据分析结果，进行难点内容的判定。 

3、教学设计——采用超星自学 （课前，时间自由）+ welink 直播

面授相结合的方式 

首先时间上的设计。以往 2 学时的线下课中间会有 5 分钟的休息时间，现在

为了防止学生“回流”率的下降，中间休息取消了。这对于学生和老师而言，都是

心理和生理上的挑战。因此，在我的课堂里教学设计上做了大胆的调整。采用方

式：超星自学（课前，时间自由） + welink 直播面授 

 

二、授课实况（教学三部曲） 

（一）自学阶段： 

1、根据教学内容合理设计任务点让学生进行自学 

学生通过超星上的学习（PPT、辅助阅读、视频等资源）完成上课前的预习

工作。 

 

图 1 超星平台上的自学 

2、建立监控与评价机制 

根据超星平台的大数据进行教学评价与分析。 

线上学习考核方式=直播互动（50%）+自学综合评分（40%）+出勤（10%） 

其中，自学综合评分=任务点（10%）+测试（10%）+作业（10%）+考试（10%） 



 

图 2 线上自学评价与监控 

 

（二）直播环节： 

 
图 3 直播流程 

 

1、暖场 

首先，上课前会在 QQ 群里提醒大家上课的事情，调动学生进入课堂学习的

积极性。 



   

图 4 上课前温馨提示          图 5 暖场“小礼物” 

其次，进入课堂后，用开场白来“唤醒”学生，燃爆学习氛围。可以通过语言、

行为以及互动等各种方式来吸引学生注意力，让他们从自我行为中“跳”到我的节

奏中。例如：对于进入课堂速度快/慢的同学适当的进行表扬/鼓励。比如：赠送

一本电子书作为鼓励或赠送一个励志的抖音段子。 

2、学习过程评价 

首先，针对课前大家的预习情况进行数据展示。使大家一目了然预习状况。

认真的同学加以表扬，不认真的同学要加以提醒。其次，根据反刍比情况提问相

关同学，调查反复查看的原因并判定是否作为今日难点内容来进行讲授。 

   

图 6 自学情况大数据分析          图 7 什么是反刍比 

 

3、新课讲授（重点、难点、易忽视点） 

 线上课堂 ≠ copy 线下课堂 

需要注意的是线上讲授的教学内容和线下的讲授内容一定会有所不同，如果

全盘 copy 一定会失败。根据反刍比和课前对大家的询问，针对难以理解的部分

要多加说明。此时，可以配备白板讲授，视频演示等方式同步进行说明。 



  
图 8 白板授课 

 

 

图 9 共享屏幕 

4、课堂互动 

 课堂互动 ≠ “献❀” + “扣 1” 

形式要多样化。教学内容可以及时检测（多人时），例如：在线同时做选择

题做测试；抢答；等 

交流切磋（一人时）；对于课堂表现积极的同学还要进行加分，与考核成绩



紧紧相扣。 

       
图 10 与“全班同学”课堂互动          图 11 与“单个同学”进行互动 

另外，关于互动，其实可以在任何一个环节适时进行。比如：暖场时、授课

过程中提问、作业作品分享经验时等等。只不过占用时间不要过长，以免跑题。 

5、提出预习任务 

课堂提醒同学们预习下堂课的内容。 

 

三、课后反思 

线下课程向线网上课程转变时面临的根本挑战便是学习者注意力难以集中

和管理者无法实时监管两个问题。针对这两个问题我摸索了以下几个小妙招仅供

参考。 

1、控制好讲话时间 

尽量做到每段长直播内容不超过 20 分钟。为了防止学生“跟丢”，每大块内

容全体总长时间不要超过 20 分钟，而且中途要不断地在中间让学生们参与进来，

回答问题，相互交流。然后，此大段内容结束后做个小结再进行下一个大段内容

的讲授。 

2、增加线上感 

线上感：一是娱乐感，二是网络感，三是综艺感，这种线上感是许多老师极

难适应的困难。因此，如何使自己处于年轻人的这些表达方式和思想状态中，呈

现一些直播中的交流方式，也是当下老师们必须转变的思维方式。我的建议是多

和学生交流，关注他们的“线上”生活，融入他们平时的“线上”项目，比如可

以利用业余时间刷抖音，看快手等。学习学生们喜欢的直播方式，有选择性的引

入到自己的线上语言中。 

3、增加趣味性，巧妙运用评论区 

让学生从大量直观可感的案例分析、实验分析、个人体验等等有趣的内容，

或生动有趣的语言表达中，体验到线上交流的愉悦感，那这样的课堂才“有趣”。

同时，评论区的巧妙使用也十分主要。比如：网络确认时、进度检查时以及课堂



测试时都可以使用评论区，通过这种“拼手速”、“拼网速”的方式增加上课的愉

悦性。 

最后谈几点感受： 

第一，课堂教学的革命已悄然来临。 

特殊时期的教学形式给我们带来改革的讯息。改变备课方式，改变教学形式，

改变互动模式，改变心理态势……，改变的洪流不可阻挡。只有愿意改变，并且

愿意坚持的人，才能顺应并适应新时代教育发展的需求。 

第二，“双线教育”的春天已欣然而至。 

曾经钟情于线下传统教学的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线上教学，可能有困惑、

有质疑、甚至是抗拒。只有接纳，才能产生影响。尝试过线上教育甜头的人，已

不愿意回到只有线下课堂的时代。万物互联的时代，线上线下双线教育的号角已

经吹响，教育的春天里新事物在蓬勃生长。 

第三，师生互动的云团已应运而生。 

以前的教学时间我总觉不够用，因为我想在每一次课上听到每一个学生的声

音。在传统线下课堂上，一次提问，只能有部分学生作答。在线上课堂里，一次

发问，瞬间迎来全体学生的倾情回应，那种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的热情令人瞬间

泪目。主动学习，师生高效互动，我们追求多年的目标，在互联网的云端里变为

现实。 

第四，思维方式的变革已势不可挡。 

课堂教学改革的实质是思维方式的变革。摒弃传统思维模式，接纳崭新思维

范式，将为我们在未来世界赢得宝贵的发展契机。从教育理念，价值观，到教育

行为、教育制度，建立一套完整的线上+线下双线教学思维模型，这是新时代教

师要面临的首要任务。 

危机之中，往往孕育着希望。耕耘希望，常常会收获梦想。我们应当刨除杂

念、坚定信心、守望相助、互帮互助。未来的不久，我们必将迎来暖阳遍地，春

暖花开，期待各位的华丽转身，期待教学模式的不断创新。各位，加油！ 

 

 

图 12 针对《供应链管理》网课授课情况进行的匿名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