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教学总结与反思，课程思政分享与探讨 

汽车工程系 宋孟辉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至今，只要人们众志成城就一定能够战“疫”成功。

疫情的出现打乱了我们正常的教学节奏，授课被迫转移到线上，经过 5 周的教学实施，总结

了一点经验，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本学期我承担两门课程的教学任务，以下主要从“网络教

学总结与反思”和“课程思政分享与探讨”两方面对前期教学情况进行总结。 

 

一、网络教学总结与反思 

1.平台选择 

经过反复对比，最终我选择超星学习平台通自建教学资源，配合腾讯视频直播讲授，辅

以 QQ、微信教学群答疑沟通。经过第 1 周的磨合和后几周教学效果来看，能够基本完成计

划的教学任务。 

    

2.平台建设  

（1）分模块、定任务。在《车身涂装修复》课程中，将内容按照教学需要整合调整设

计为五个模块，模块中的每个任务设为 2 课时。 



（2）传资源、定流程。将重新做好的课件、视频、工作活页、题库、电子版教材等资

源上传到平台。教学流程设计经历多次调整，并参考学生建议确定为“课前预习-任务导入-

任务学习”三步，课前预习环节安排在前一节课程结束后。在每个流程中将核心内容设为学

生必须完成的任务点。 

           

课前预习通过引导观看推荐或上传的资料了解课程知识点，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基础。 

 

任务导入为典型案例或相关问题讨论引出本次课的内容，任务学习重点观看课件和电子

教材，任务学习末尾设置任务测试。 

 



课上学习设为闯关模式，一方面防止学生遗漏任务点，同时能更好把握学习进度。经过

4 周的教学实施发现学生由于网络信号、流量等原因对视频资源学习情况不好，决定将视频

资源任务点全部取消，变为选看资源不做强制要求。 

 

    3.教学实施 

按照教学计划实施教学，课堂上教师推送签到、主题讨论、问卷、投票、选人、抢答、

测验等活动。学生参与互动，及时完成教学活动，通过教师和平台评价了解自己掌握情况。 

      

根据平台统计和学生群聊反馈问题，适时开视频直播讲解重点和难点，统一答疑交流。 

 



每个任务后都有章节测试，每周课程结束后布置作业，要求学生上传本周手写学习笔记，

目的是要求学生真学而不是刷课，确实能真会而不是看过拉倒。 

 

4.改进与反思 

根据网络教学特点，细化课堂流程节点，便于统一学习进度。课上进行合理的课堂互动、

充分的测试考核，督促学生“真学习”。按需开直播，解决重难点，回答学生疑问。对耗费

流量的视频资源不做强制要求（即使要求了学生也不一定看）。 

线上教学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学生的学习态度差异大，缺乏对学生个体监控手段。无法按

照合理的教学进度实施专业课的实验，即使将来补上实验，教学效果也会打折扣。 

二、课程思政分享与探讨 

1.提炼思政点 

课程思政的指导思想，根据课程知识点提炼思政

点，典型的知识点可以引申出多个思政点，课上根据

授课实际场景，将某个或某几个知识点与思政点融合。

例如在“任务 2-1 车身尺寸数据”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测量点和数据图，重点知识点为“三维测量基准”，

我通过车身测量点的基准引申出“做人准则、底线意

识、平台的重要性、团队的作用等”思政点。 

2.融合方式 



课程思政具体融合方式可以通过思政点引出课程知识点，例如在《汽车车身维修》课程

“任务 2-1 车身尺寸数据”课程的任务导入中设置主题讨论：珠穆朗玛峰的“高”，引导学

生讨论山的高是因为海的大，“8844.43 米”的世界之最是因为前边有“海拔”两字才有实际

意义，大海是高山高度的标准和底线，我们做人的标准是什么呢？大海的广阔和包容凸显

了高山的高大，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平台和团队呢？通过基准的讨论引出本次课车身

某个测量点的三维尺寸也需要有不同的基准。 

 

课程思政具体融合方式还可以通过知识点引出思政点，例如在《汽车车身维修》课程“任

务 1-3 车身损伤评估”中当讲到碰撞力在整体车身上传递知识点时，适时的引出“新冠肺炎

病毒携带者的行程路线和传播途径”时事问题，进行互动讨论：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大局

意识、无需提醒的自觉。 

     

    3.探讨 

课程思政的内容和方式与教师个人和讲授课程特点会有所不同，但是它应该是时时处处

贯穿学生培养的全过程，教师从课件等课程资料的准备到认真上好每节课，从课前到课后的



言传身教其实都每个环节都是在做思政。 

以上就是我 5 周来的线上教学总结与反思，不当之处，恳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