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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从 2020 年 3 月 2 日新学期第一课就开始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教

学模式——远程线上教学，对习惯传统教育的教师来说面临的是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变，

对习惯于校园和线下课堂学习的同学来说，面临的是学习环境和学习工具的改变，双重改变

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依旧要由我们教师和学生双方，共同保证我们的教育质量和教学效果。

为做好这学期的教学工作，我的体会如下： 

一、课程分析 

这学期我所教授的是《轨道交通规章与案例》，教授的对象是即将进入社会实习的大二

学年的同学。《轨道交通规章与案例》既是城轨运营管理专业的核心课，同时也是同学们从

学生身份认识企业、认识社会，为下一步进行就业准备的过渡课，这是我对这门课程的基本

定位。 

《轨道交通规章与案例》教材，是以专业人才培养方向为导向、结合本人在沈阳地铁的

工作实际，以及轨道交通对相关岗位职责和作业等综合需求和要求，而进行编制的，很有针

对性和实践性，对学生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 

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由轨道交通运营企业的规章和案例，实时联系学校和系的各项规章

以及校园中发生的事例；实时联系日常生活中，所能耳闻目睹的场景和事件，从而提升学生

的代入感和学习兴趣。 

二、学情分析 

从我们交专学生的生源来看，主要集中在农村，部分来源于偏远地区和城市普通家庭，

有以下特点： 

第一、疫情期间学习环境不理想。来自于农村的同学，难有安静而独立、固定的学习空

间，容易受各种因素干扰；比较长时间的网络学习，加上疫情限制出行的影响，容易产生烦

躁厌学情绪。同时通过与学生沟通发现，农村的网络环境也不是很理想，导致签到、进入课

堂等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学习心情。 

第二、经济压力影响。疫情期间企业的停工影响了普通民众的工作和家庭，从而也影响

了很多同学的生活，持续的网络直播尤其是视频教学方法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第三、学习生活与家庭日常作息不同步，对学习效果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四、部分同学的自律和自我管理能力不强，不能保证学习效果。 

三、过程控制 

通过上述对课程和学生两个方面的分析，在既保证教学效果，又能保证教育质量的前提

下，进行合适的课程教学设计、过程考核点和考核分数设置、教学方法选择，以及在上课过

程中选择合适的过程监督和控制的方式方法，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1.签到环节控制 

为保证学生在上课时间开始前顺利签到，正式开始一堂课的学习，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提前半小时在超星上启动签到程序，同时在班级 QQ 群发布提示信息，减少学生在

因为不知道何时可以签到、在网络上来回查询信息而产生的不必要的时间和网络资费的浪费； 

二是采取在学习场所进行拍照的方式进行签到，即学生必须将自己和所在学习环境拍到

同一张照片内，才能完成签到。通过这种方式，尽可能让学生把上课学习作为当下的主要和

唯一任务。对没有及时签到的同学询问原因。 

 

 

图 1 签到环节过程控制 

 

2.课前准备控制 

课前准备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一是将本节课的所有安排提前以通知的形式，发布到超星平台，同步在班级 QQ 群只是

进行发布通知这个信息的提示，内容只能到超星平台上才能知晓，这样控制学生习惯课堂的

教学节奏，同时主动记录课程安排，以免错过重要内容。 

二是按课程计划做好备课。网络教学的备课不同于传统教学，需要考虑所有同学都是以

完全独立的个体形式在不同地点进行上课，同时不同同学的学习习惯、学习习惯、学习兴趣、

知识基础、学习能力、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等有较大的个体差异这些因素，所以要做好课



程互动和学习效果检验的合理安排。 

 

 

 

 

 

 

 

 

 

 

 

 

 

 

 

 

 

 

 

图 2 利用超星平台通知功能发布每节课课堂安排 

 

3.自学效果控制 

90 分钟的线上课堂学习，既要保障课上（直播）学习效果，即时间长短做到合理，又

要让学生在自主预习和复习的时候，能够真正做到在认真的学习，我采取的主要方式是给定

复习和预习时间后马上进行随堂测试，测试的内容来自于所预习的内容，成绩计入过程考核。

这个环节中，要注意测试内容首先要把握题目数量，不能太少，让学生觉得很容易得分，这

样会对后续学习产生不好的引导作用；其次要把握测试题目的质量，必须是所预习内容中的

要点，以及一些与日常生活和工作相关的点，也就是把教学内容从课内进行适度延伸到课外，

锻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从生活和社会中学习，从而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测试结



束后，尽快审核和发布成绩，让学生通过个人成绩意识到预习时间管控的重要性，从而提升

预习效果。 

 

 

 

 

 

 

 

图 3 利用随堂测试检测学生自学效果 

 

4.互动环节控制 

这一部分是课程质量和效果的关键，既要让学生乐于参与，有兴趣参与，还要保证课程

计划的完成，采取了以下方法： 

一是同学进行课前分享。分享的内容限定在两个方面，即就业和轨道交通运营有关内容。

课前分享的内容需要同学们以 PPT 的形式完成，要提前准备，由我进行内容的审核，做的不

合适或者内容不完善或主题不明确的要进行修改，直至合格，由我进行分享时间的安排，鼓

励同学们积极参与，主要锻炼同学们的流畅表达能力、PPT 制作能力、素材搜索和整合能力、

沟通交流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就业做准备。参加分享的同学在过程考核成绩中有加分。 

二是由我进行分享。我的分享内容涉略较广，有专题性的，主要集中在就业和个人综合

素养培养方面；其次是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涉及到的内容，结合学生在校和在家的实际情况

进行拓展分享，讲故事是主要表达方式。这部分内容同学们非常喜欢。 



 

图 4 师生分享互动 

 

三是在直播过程中，与同学进行互动。这门课程的直播主要在腾讯会议进行，直播的同

时可以进行问题的提问和抢答，既可语言，又可文字，比较方便。一方面是结合知识点，适

时发起问题讨论；另一方面是结合当下热点发起讨论，比如对 2020 年 3 月 30 日发生在京广

线马田墟至栖凤渡站下行区间 30 日 11 时 40 分因线路塌方发生的 T179 次（济南至广州）列

车脱轨侧翻事故，造成 4 名旅客重伤、118 名旅客轻伤；1 名铁路乘警不幸殉职，5 名铁路

工作人员轻伤。针对这起事故，结合课程第三章第三节《事故处理规则》，并结合当下疫情，

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六个问题，让同学们积极参与互动讨论。除了学习知识本身，也提请同学

们多关注社会。 



 

图 5  问题讨论互动 

 

5.作业质量控制 

除了随堂测试直接检查同学们的学习效果外，课后作业更能综合反应学生的学习效果和

主动学习情况。所以课后作业质量需要从题面、答题和题后评价三方面保证。受课程时间限

制，我对需要学生花费时间相对较多、动手动脑较多的作业，在评析和课堂反馈方面也相对

用时较多，在评析作业本身，也对学生进行多方的引导和教育。比如作业之一：针对 2019

年 9 月 29 日 13 时 20 分，浙江宁波锐奇日用品有限公司厂房车间发生重大火灾事故，截至

9 月 30 日 6 时，火灾共造成 19 死 3 伤，对这一起事故所布置的作业过程如下： 

 



 

图 6  作业布置-完成-批阅过程 

四、教学思考 

在线上教学的探索过程中，我学会了录屏、超星平台互动、腾讯会议直播等很多新技术，

参加了教务处组织的超星平台培训，特殊的疫情，也逼着自己去学习，去适应新形势下的教

育和教学。 

“推动学生自觉学习”是线上教学的关键点，这个关键点的实现，首先需要老师将课程、

将每一节课安排好，要切实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努力使每名学生按时学习。其次是对有困

难的同学（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学习上）要做到从校系和老师的角度给予帮扶，努力做到让所

有学生都不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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