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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防疫期间网络教学简报 

（第 3 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马院网络教学工作不断深入推进。

为进一步加强思想引领、提高教学质量，充分发挥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思

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作用，马院人因时而进，紧跟疫

情形势的变化，捕捉思想政治教育时机，努力提升教育水平，利用多种方

式全方位讲好中国故事，诉说时代正能量，影响和引领学生思想，筑牢疫

情防控的思想防线，真正把思政课德育优势转化为战“疫”力量。 

一、第四周的教学运行概况 

第四周较前三周，在线学习人数有所上升，最高峰值达到 8024 人次；

教学督导听课 21 次（四周累计督导 38次）；教师发布作业 660 次（1-4

周按教学班发布作业情况累加）；发布考试 2次，其他数据无变化。 

从学院督导听课和汇总老师们的个人教学小结来看，越来越多的老师

采用了直播、录播、QQ交流加学习通内学生阅读相关资料、参与讨论、完

成习题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老师们也乐于交流运用各类软件的优劣，带动

了之前没有开展过直播、录播的老师大胆尝试，提升了信息化教学的能力。 

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签到但不参与实质性教学过程的现象日

趋抬头，从完成学习任务和测试的分数可以反映出来；另外，同一门课程

多位老师开课、几千上万学生上课带来的平台管理问题还须与超星工作人

员沟通解决。 

二、教学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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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院及时传达了学校的教学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学院前四周的网

络教学情况，肯定了老师们的积极探索，要求全体老师对教学效果的关注

不能停留在教师的自我感觉，还须关注学生的实际反映，适时调整教学方

式，从试探性线上教学转入扎实有序有效地开展线上教学。 

2、按照教学部“在线教学数据采集培训会”精神，学院调整了网络

教学期间的数据采集要求，确保采集数据的便捷、有效。多数老师很认可

新的统计方式，不太会操作电子表格筛选等功能的老师还须适应，教学管

理人员做了耐心的说明、核对和提醒工作以确保数据不出现错漏。 

2、3月 19 日，“概论课”教研室通过 QQ 平台网上集体备课讨论了第

五专题“改革开放富起来：邓小平理论”、并由杨红主持讨论第八专题后

的各专题内容设置等问题。针对有老师发布的课堂讨论题题目比较随意，

教研室、分管教学副院长均重申了讨论题的相关要求。 

3、学院加强网络舆论宣传，弘扬正能量，营造学习氛围。利用工作

群内推荐同行的网络教学探索文章，收集宣传学院的先进典型。在用好学

校新闻文化网“学在乐师”和学院网站的同时，本周开通“乐师马院”微

信公众号，陆续推送教师教学心得、学生思政经典诵读音频作品和“战疫

情 担使命”文章 11 篇，特别是经典诵读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了学生的

参与。 

4、直属党支部通过工作群组织全体专兼职思政课教师重温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3.18”讲话精神,老师们畅谈了一年来思政课的变化体会，强

化了思政课教师的身份认同、价值认同和使命责任。随后，学院整理了一

年来我校思政课建设的主要成绩和老师们的感言，推送了新闻报道“重温

叮咛，做好青年大学生‘拔节孕穗期’的守护者”。 

5、“形势与政策”教研室积极筹备按时开课。随着“形策”课原计

划开课时间的临近和疫情防控的形势，教研室主任韩俊老师按照学院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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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要求，组织召开多次网络研讨论证，确定了以网课按时开课的基本模式，

确定了本学期的教学专题，明确了任课教师、学生和教学管理人员的职责

要求。截至本周五，已有 10558 名学生登录超星“学习通”并收到了课程

通知，同时加入了任课教师的课程 QQ群。 

三、教研、教学活动掠影 

 

（“概论课”网络集体备课会） 

 

 

（“概论课”方德静老师组织开展视频在线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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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课”网络课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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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师心得选登 

网络教学感悟 

胥俐君（写于 2020.03.21） 

网络教学，心情纷繁，课前忐忑不安、课中手忙脚乱、课后欢呼雀跃。不过归根

结底是：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提升了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由地感慨，“果然，还是

上课才能使自己快乐啊。” 

无疑，课前酝酿是最花时间的、也最是让人紧张又兴奋的。坚信“自己要有一桶

水才能给学生一瓢水”，那么绝对是要做多手准备的，查找教学资料、联络班级学生、

设计教学安排、构思教学流程、乃至斟酌教学语言„„都在准备范围。紧张又兴奋来

源于，在家里闲坐一个多月之久，终于摆脱了对自己是“一废人”的人物设定了，终

于找到人生的价值了，而且还有机会体验网络直播这种新鲜的教学模式。偷偷告诉大

家，在正式网课的前几天，我便死死地被多重“开学心理”所支配，常常失眠至半夜。 

开展网络教学，我更多的是在录播和直播相结合的模式下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课程与中国抗疫的融合、疫情温情瞬间分享、课程知识讲解、讨论和抢

答、“国家精品课程”自学、作业布置和发放等环节。直播之初，我的感受就是三个

字：不自在！两个字：尴尬！好像我是一个刻意迎合的八百七十三线女主播，一节课

下来，时有语无伦次、课堂鸡飞狗跳之感。但后来又细想，回归到传统课堂还需要些

时日，我必须得适应这种新鲜模式，与其完全让学生自学，不如豁出脸面为学生提供

一些引导性学习。的确，凡事都有个进步的过程，越往后越自在了，也在此感谢那些

包涵我、鼓励我的最可爱的老师和学生们。慢慢地，已经有学生开始在直播下面评论：

“老师，你像是一个资深的主播”“老师，你已经可以控制住全场了”„„ 

线上教学，的确能明显感知到师生的互动性增强，针对同一个问题可以迅速了解

到大部分学生的想法，只要学生想发言就能够畅所欲言，不会像在传统课堂受限于课

堂时间只能抽取一两个代表发言，也能够随时针对学生的困惑做出最及时的回应，当

第一时间回应了学生关切，我相信那个被关注的学生内心也是满足和欢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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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我习惯于翻看学生的发言记录，网课利弊也暴露无疑，有学生直言“边烫

头发边听课”，我也开始有了一些担忧。网络教学之初，学生大多是在尝鲜和许久未

学习确需知识灌溉的驱动下，上课积极性和参与度都较高，况且这样，还出现了此类

现象，那么伴随着网课持续开展，新鲜感势必也会随之退去，怎样才能持续调动学生

的学习参与度和积极性，如何让学生在线上课程中不划水，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去思考

的问题。我暂且能想到的就是：一、教学环节一定要多样丰富且交叉进行，避免学生

走神，避免学生默默打开其他娱乐软件。二、掌握好课堂节奏和氛围，时不时打开语

音连麦功能，随时进行学生抽问。三、在案例选择上，适量选取可激励学生提升自学

能力的典型案例，打开学生的思想阀门，使之获取知识与提升能力并行。 

适应新的教学模式，我们思政课老师正在努力前行的路上。今天的乐山又是一个

阳光透过窗户洒满整个房间的明媚天，春来了，我们所期待的那美好灿烂的战胜疫情

的那天也一定会很快来临。重回课堂，相信各位老师也能更好地融合线上与线下模式，

做好新一轮的教学改革。 

我也是期待着和诸网友奔现之时。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年 3 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