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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防疫期间网络教学简报 

（第 2 期）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发酵，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网络教学持续推进。

为加强教学质量，彰显思政课教师的担当与使命，马院教师主动顺应发展

需求，继续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网络思政课教学，努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一、第三周的教学运行概况 

本周我院在线开课门数：4门（原理课、概论课及两门校选课）；在

线学习班级：86 个教学班；在线教学老师：20 人；在线学习学生人数：

7955（QQ 平台+超星平台统计）；教学督导听课：12 次；教师在线出勤率

100%；学生在线出勤率；98%，学生在线满意度：97%；教师发布作业次数

4 次；学生在线学习困难人数：142人。 

二、工作亮点 

1、3月 9 日，我院思政课教师组织了大一、大二共 86 个教学班的

7975名学生，在 14:30 至 16:00 与全国高校学生一起同上一堂疫情防控思

政大课：教育部“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课疫情防控思政大课”。学院还为

我校听障学生提供了授课文字稿。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会议室，学校

党委常委、党委宣传部统战部部长佘万斌，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邹大勇，

副院长郑文杰，党委宣传部统战部副部长蒋政与部分专任教师共同参加了

清华大学艾四林、中国人民大学秦宣、北京师范大学王炳林、中央财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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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冯秀军四位教授的课堂，并在课后开展了广泛的教学讨论，老师们和同

学们也在网上积极发言分享观看心得。 

2、严格执行 2 月份开课前制定的《关于切实加强疫情防控期间思政

课在线教学质量的工作安排》，针对问题强化教学督导。3 月 13 日，学院

通过网络召开了“齐心战‘疫’ 协力前行”主题党日活动，学院领导再

次适时重申了思政课教师在特殊时期的思想引领、教学质量的要求。 

3、展示乐师学子在重大疫情面前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的全校“战

疫情，担使命”主题征文活动正在开展，审稿工作也在同步推进。现已通

过校园网综合新闻栏目、官微和马院“西湖塘畔”微信公众号陆续推送优

秀征文选摘 16 篇。 

4、3月 12 日原理课、概论课两个教研室，通过 QQ平台网上备课各 1

次，集体备课讨论了下周专题教学的课件、课外拓展阅读资料、课堂讨论

题目设置、本期实践教学形式等，发挥集体智慧把课备好，有针对地提高

网络课堂教学效果。 

三、存在的问题 

1、个别老师教学未紧密贴近教学内容，采用的教学案例素材与教学

内容相关度不大。 

2、极个别老师在授课时未注意学生的感受，需注重对不同层次学生

采用差别化的教学。 

3、网课教学对学生的教育效果还需要进一步评估。 

4、随着疫情的阶段性胜利，师生对开学充满期待，针对疫情的严格

隔离防控措施实施难度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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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研、教学活动掠影 

 

 

（观看教育部“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课疫情防控思政大课”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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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课”教研室集体备课会：打磨课件） 

 

 

（“概论课”教研室集体备课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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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讨论） 

六、教师心得选登 

开展网课教学有感 

马克思主义学院  周袁宏 

春日暖阳，惠风和畅，本应该是在行知楼与同学们相遇的日子，却因为疫情影响，教师的

教和学生的学都只能通过非传统课堂的方式进行。“网课”成为学生和老师共同探索的话题，

老师成为了求关注求互动的十九线主播，学生成了频刷“火箭”、“游艇”的小粉丝。也由此

频频出现各类学习软件由于使用量过多而崩溃的现象。这种与平时习惯的课堂讲授方式截然不

同的网课形式不免会让人有新的体会和感悟。 

第一，作为高校教师我觉得无论是对于专业前沿理论的研究，还是对于社会新兴事物的了

解，都应当跟上社会的发展。现在超星学习通、腾讯课堂、中国慕课网等各类交互学习软件和

平台有很多，各有特色和优势，都可以辅助我们的教学，甚至在当前这一特殊时期承担起教学

介质的角色。但是由于我们此前对它们并不熟悉，所以使用的过程也是一个慢慢探索的过程。

对于很多功能的运用先是一头雾水，甚至有时候会手忙脚乱，但是几番运用下来，又会感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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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科技的强大和实用。我想通过这段时间的网络教学，以后各类的学习软件也会继续成为老师

们教学的好帮手。作为教师的我们也应当主动增加对社会新兴流行事物的关注，利用它们丰富

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教学形式。 

第二，现在的大学生有很多同学都会有自己的自主看法，自我思考自我判断的自主意识很

强，一味灌输型的教学方式并不能真正很好地获得学生的认同。在网络教学的过程中我会发布

一些讨论问题，让同学们思考并抽取一些同学分享自己的看法。当然会有同学求助“度娘”，

应付了事，但还是有很多同学会有自己的见解，并且由于确实是自己的思考，所以不介意自己

的看法与别人不同。出乎意料的是有的同学会单独将自己的想法私聊我，然后我们再单独讨论，

更有同学主动就“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西方政治制度优势比较”等话题

主动与我交流、探讨、辩论，有些同学的某些见解之深我自愧不如。这也不禁让我联想到我们

思政课的课堂教学，确实存在单向灌输性强而缺乏互动探讨，所以可能学生的认可度会存在一

些不足，也会有一些不同想法或者疑惑，只是碍于课堂而不好随时发表看法。所以也应当在课

堂上增加问题讨论、互动辩论等思维碰撞的形式，让学提出问题或疑惑，通过探讨的方式解答

学生疑惑，纠正学生错误认知，可以提高课堂公信力，提高课堂教学实际效果。 

第三，不管科技如何便捷，学习平台如何功能强大，实体课堂始终是最重要的教学空间和

教学方式。直播教学虽然学生很活跃、互动多，但是很多同学似乎活跃的是对于这种新颖自由

的学习方式，而容易忽略教学内容本身，所以整个教学系统进程的实际推进和学生的实际学习

效果难以评估。同时由于我们教师没法从学生那获取到学生的真实状态，感受不到课堂氛围，

没法与学生进行眼神和灵魂的交流。也由此，我深刻地感受到，思政课要达到师生共情与共鸣

的教学效果，实体课堂教学始终是不能完全被取代的。 

疫情终将结束，我们会回到课堂，但我们肯定不会忘记这段网络教学经历。我们要将开展

网络教学中所探寻和总结到的学习资源，与学生的互动方式以及各类学习平台具有的学习统计

和记录等方面的便捷功能等融入我们的课堂教学组织中加以利用，让这段经历在以后的时间继

续发挥出它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年 3 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