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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

时值传统春节放假，我国政府迅速、果断出台政策，延长假期，停工、停课，尽

最大可能阻止疫情传播，将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放在首位。我校响应教育部号召，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积极组织开展线上教学，尽可能降低疫情对我校

学生的影响。通过参加讲座和培训，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实践，我对线上教

学有了一定的思考，现总结如下。 

一、课程概况 

《测量技术》是道路桥梁工程技术（安全工程方向）专业核心课程，着重于

工程测量的基本理论、基本计算方法、基本操作技能和应用技能的一门课程。目

标是让学生学会测量仪器、工具的使用，测量数据的收集、分析处理。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能正确熟练使用测量仪器、工具，掌握距离测量、水准测量、

角度测量、地形测量、公路中线测量、纵横断面测量的方法措施，能够独立完成

一般工程测量。 

课程总学时 70，其中理论学时 36，实践学时 34。为配合专业道勘实习，原

定课表集中前 9 周完成教学任务，周 8 学时。授课对象为道桥安全 19 级 2 个班

共 69名学生。 

受疫情影响，学生无法到校进行现场操作实训，因此将理论部分集中于前 5

周进行讲授，实践部分待开学后集中补课。 

二、线上教学 

本课采用智慧职教+EV 录屏录播+QQ 群分享屏幕集中答疑+QQ 随时互动模式

进行授课。 

（1） 智慧职教搭建课程体系，进行教学设计，上传课程资源，发布课堂

活动，主要利用签到、课件、测验、作业、考试、讨论、头脑风暴、问

卷调查等功能； 

（2） EV录屏系统讲解课程内容，并上传至平台； 



（3） 晚上8:00利用QQ群分享屏幕进行集中答疑，全天随时进行QQ互动。 

1.课程建设 

按照授课计划，修改完善 PPT 课件，上传至智慧职教平台；利用 EV 录屏，

对照 PPT,系统讲解课程内容，尽可能口语化，而非微课脚本式诵读，力求模拟

课堂现场教学。共录制并上传课程视频 28个，课件中插入的动画视频 23个。因

条件所限，未能录制测量仪器的实际操作视频，引用网络资源进行补充。 

本课程视频文件包括三类：录播授课视频全面讲解基础知识；网络测量操

作视频系统展现仪器使用、测量方法；动画视频演示仪器细节、测量过程。 

题库建设：上传各知识点练习题，为后续【课堂测验】、【作业】和【考试】

做准备，并随着课程进行逐步补充。截止目前，共上传 369 道习题。 

 



        

图 1 课程资源 

2.教学组织 

（1）学情调查 

第一节课，发起【调查问卷】进行线上学习学情调查，主要针对学生的学习

设备、网络、所在位置、可能存在的问题及期望的学习方式进行提问，以参考决

定采用何种教学方式。 

调查结果得知，85%学生拥有智能手机，拥有电脑或平板学生不足 5%；超 30%

学生使用手机流量；近 60%学生位于农村或城郊；集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网络卡顿、

不会使用教学平台、学习环境差易被打扰，少部分同学存在流量不够的问题；希

望采用直播和录播自学结合答疑的学生各占一半。 

结合调查结果，最终决定采用“智慧职教+EV 录屏录播+QQ 群分享屏幕集中

答疑+QQ 随时互动”模式。优点：自主性高，可灵活安排学习时间，避开网络拥

堵；自学后紧跟做题，检验学习效果；QQ 即时互动，较快解决学习过程中的疑

问；带着问题参加直播答疑，加深理解，且更有针对性。 

时间安排：提前一天搭建学习任务；课程当天零点可进行除签到和测验外所

有任务，8:30之前，发布签到、测验；19:00 结束所有任务，准备集中直播答疑。 

 



 

图 2：线上教学学情调查 

（2）课堂教学 

课前：PPT课件预习，使学生了解本次课基本内容。 

课中：以视频和活动为主。学生需完成课程录播视频学习、签到等活动。为

检验学习效果，用【测验】功能布置上节课内容课前复习和本次课课堂测验；为

督促学生认真学习，以【课堂讨论】功能要求拍照上传本次课学习笔记，后发现

结果每个人都能看到，存在抄袭可能，改为用【头脑风暴】功能。 

为了充分了解学生学习中存在的疑问，以【头脑风暴】功能汇总每次课需答

疑的问题，后为减轻学生负担，让其在课后【总结】中写出需答疑问题。 



 

图 3：课堂教学组织 

课后：布置作业，督促学生完成【评价】和【总结】。作业采用多种答题形

式，以满足计算题练习的需要。 

 



 

图 4：学习笔记与答疑问题汇总 

 

图 5：课堂作业 



（3）过程反馈 

随着教学的进行，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建议进行咨询，以便进行相应改进。

大部分学生对课程教学比较满意，特别是对能回放反复学习、有直播答疑。有学

生提出部分课任务较多，学不过来，后期已适当减少内容；有学生反映昨晚题没

时间对答案，并且考虑到软件和网络已经稳定，所以将所有活动的结束时间由

22:00提前至 19:00。 

还有很重要一点，因为测量课是需要大量动手操作仪器和实践的课程，线上

教学无法满足这点要求，只能待开学后进行补课。 

另外大家都习惯了纸质课本，没有课本也影响了学习效果。 

 

图 6：学习效果调查 



（4）考试 

【考试】功能对应考核方案中的 2 次过程测验。为促使学生多学习、多练习，

在所有理论课结束后，以作业形式布置总复习练习，为过程考试做准备，但不计

入作业分数。复习效果较明显，测验及格率达到 74%。 

 

 

 

图 7：过程测验 II成绩统计 

3.互动答疑 



18:00 左右，提醒尚未完成任务的同学抓紧完成。19:00，结束当天所有任

务，对学生测验、作业及考试作答情况，需答疑问题进行汇总、分析，并进行答

疑准备。20:00准时 QQ群分享屏幕直播答疑，答疑内容包括：本次课重难点，

习题讲解，需答疑问题讲解。 

直播过程中，进行互动，包括：随机点名连麦回答问题，抽查学生学习情况；

提问自愿回答，调动已认真学生的积极性，给他们机会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 

直播过程进行录屏，上传至平台，方便回看。 

QQ 群内或私聊随时答疑，并私聊询问学习进度差的比较多的同学，督促其

学习并解决存在的困难。 

   

 

图 8：QQ群分享屏幕直播答疑 



 

 
图 9：实时在线互动 

4.线上线下教学衔接 

因疫情尚未解除，开学日期未定，为防止学生这段时间停止学习遗忘过多知

识，每周布置一次练习题，以巩固学习成果。 

三、总结 

《测量技术》课程线上理论教学已经告一段落，这段特殊经历，对于我和同

学们都是一段特别的记忆。老师以线上教学的方式，加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疫”。在这不断见证历史的过程中，相信每一个人，对生活都有了不同以往的感

悟和体会，关于责任、幸福、未来和当下。每一个人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为一

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寒冬已去，春天将至，心怀期待，相约交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