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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2 日，经济学院如期开展线上教学。此次线上教

学，经济学院共开设课程 126 门次，占本学期理论课总数 97.27%，

主讲教师 50 名，保证每位学生停课不停学，目前学生反馈满意度

高，整体运行良好。 

一、线上教学准备工作 

为保障疫情期间线上教学的顺利进行，经济学院前期主要展开

了三个阶段的工作： 

第一阶段：整体部署。成立线上教学领导小组，由院长杨星担

任组长，副院长蒋金良、王业雯为副组长，督导组成员、各教研室

主任为组员。经过研究讨论，以学生为中心，确定开课类型、门

次、初步确定线上授课模式，发布线上教学方案。 

第二阶段：线上教学技能培训。领导小组积极组织全院教师进

行线上教学的主题培训。并积极对接“超星”、“中国大学慕课”、“雨

课堂”“腾讯”等优质平台，组建不同平台的 QQ 群、微信群，展开多

渠道学习、研讨开展线上教学的方式，以极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保证线上教学的质量、保证线上教学顺利展开。 

第三阶段：测试及预案。由任课教师对接学生，进行开课前的

线上测试，为正式上课做足准备。对线上课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

行了汇总并提出预案，从而确保线上教学效果，保证每位学生都能

够顺利开展新学期的学习。 



为保障线上教学质量，学院督导组教师、辅导员、班导师展开

了远程听课专项工作：通过课程邀请码或链接进入课堂，进行实时

巡课、听课工作。第一周学院领导听课累计 8 次，督导组听课 10

次，辅导员听课 12 次，班导师听课 29 次。教务员每周收集教师教

学情况，如平台运行、资源建设、学生互动等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经过整理后向全体教师共享发布，集思广益并不断优化线上教学设

计。辅导员、班导师积极协助各门课程主讲教师建设课程教学微信

群或 QQ 群，动员学生积极配合任课老师线上授课。 

二、教师在线授课经验分享 

经济学院的教师们结合第一周的线上教学切身体验，总结分享

自己在线上教学过程中引发的思考，现将几位教师的分享内容整理

如下： 

1、朱继绪老师（主讲《Python 基础》） 

面对新冠肺炎带来的教学挑战，朱继绪老师第一次尝试线上教

学，使用 QQ 群直播，第一次体验到了当直播的感觉，新奇，但又

忧心于如何驾驭网络教学平台工具，课程怎样才能上好，教学质量

如何把控，屏幕另外一端的学生，在干嘛，怎么来互动。 

第一次使用 QQ 群直播，为了实时看到同学们的画面情况，朱

老师准备了两台电脑，一台用于教学用，一台用于登录另外的账

号，以学生的身份加入，接收同样的直播画面，那这样可以直观的



看到学生画面的情况。朱老师说：“教学过程还比较顺畅，但教学

内容的组织，仍需根据第一次的教学情况适当调整，同时在网络教

学的方式方法应用上仍需要向同事请教学习，争取进步。” 

 

朱继绪老师授课现场 

2、米君龙老师（主讲《金融风险管理》） 

线上教学开展已近一周，米君龙老师在经历过前期的一段不

安、紧张甚至怀疑之后，逐渐步入正轨，也慢慢适应了这种新的教

学方式： 

首先，线上教学实现了教师角色的重塑。线上教学真正突破了

教师作为教学主体的传统角色定位，促使教师转变为教学的组织

者、引导着和监督者，将教学的主体重新归位于学生。教师在网络

授课中应突出知识框架的搭建、优秀资源的整合、核心知识的补充

和创新知识的引领等职能，通过具体的任务，驱动学生自主学习。 



其次，线上教学可实现良好的过程控制。超星平台内置的诸多

功能，如签到、任务点设置、讨论等，可以实时获取学生的学习进

展情况，例如：自建题库，设置知识点的随堂测验，超过 80 分才能

解锁下一项任务，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质量和积极性。而以 QQ

群等即时通讯软件的补充使用，在线答疑、教案传递等，方便学生

和教师的沟通交流。 

再次，诸多线上资源方便教师搭建完整的课程体系。以中国大

学 MOOC 金融风险管理课程为例，目前开放的课程来自中央财经大

学、郑州大学等院校，不同院校的侧重点亦有不同，为了适用本门

课程的教学要求，可将优秀资源和教师录课整合一体，形成完备、

具体的课程内容覆盖，突破单一教师授课所带来的局限。 

 

米君龙老师授课现场 

3、徐岑老师（主讲《国际投资》） 

徐岑老师目前身处疫区武汉，她仍然克服困难，分别在 3 月 2

日和 3 月 3 日进行 QQ 直播教学。徐岑老师说：“第一节课主要讲了



课程导论，介绍本门课程该如何学习，梳理学习框架。因为自己是

班主任，和学生相互比较熟悉，互动良好，个别学生和家长同时观

看，顿时压力山大； 19 级学生也是相当的活跃，争做课代表让我

受宠若惊。通过这次网课找到了十八线女主播的感觉，课堂氛围活

跃，互动很多，是一次很好的尝试。” 

 

徐岑老师授课现场 

4、饶红美老师（主讲《经济法》） 

自从接到开展线上教学的通知，饶红美老师内心就压着一块沉

重的石头，这个线上课程新的形式也让她充满了紧张焦虑感，但这

种感觉也促使她投入大量的时间及精力积极准备，认真学习系统及

尝试超星系统每步程序，试运行阶段组建学生建群对线上平台的活

动多次尝试并把教学安排发给每个班，对着课件内容看了又看并对



教学进行深度的思考，准备系统崩溃的救急方案与资料。她表示：

“线上教学于我而言是新事物，这个新课教学形式让自己学习了不

少，希望自己继续努力。” 

 

饶红美老师授课现场 

三、学生反馈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促进师生密切配合，现将部分经济学院同

学反馈整理如下： 

1、2017 级金融工程专业何佩雯 

通过这一周的线上学习，我们总算由放假进入了学习的状态当

中，即使在家也能够按照要求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我们都特别想

念在学校生活的日子，但在特殊时期我们必须适应新的学习方式。



疫情后，再回想起这段短暂的网课时光，大家可以骄傲地挺起胸脯

说：“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也没有放弃过学习！”希望疫情早点

过去，那时候，陌上花开，我们将聚满阳光漫布的教室！ 

 

2017 级金融工程专业何佩雯上课现场 

2、2017 级税收学专业吴浩然 

线上教学的强交互性更激发了我学习的兴趣，老师通过平台展

示课件，打造了一个单向可视为我提供了一个更加放松的环境，即

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能看到老师的课件，但老师看不见我。在这样

的情况下，我的学习状态更加放松，有问题时不用再在众目睽睽之

下打断老师举手提问，我只需在讨论区打字提问，老师看到后便会

予以回复。其次，老师所展示的录播视频更加能让我能根据自己的

问题进行多次播放，从而可以不断强化学习解决问题。 



 

2017 级税收学专业吴浩然上课现场 

3、2018 级经济统计学专业李安妮 

这次疫情攻坚战让我们在家里通过线上教学的方式上课，通过

这几天的线上上课逐渐从陌生到熟悉，老师们也在想方设法地让我

们多学到一些知识，对于我这样反应慢半拍的学生，在课下也能够

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观看教学视频，加强记忆和理解力，网络数据采

集也可以随时进行实操，这样的上课模式让我深刻认识到只要我们

好好运用网络，同样能学到很多知识，并且也提升了我们的自学能

力。 



 

2018 级经济统计学专业李安妮上课现场 

4、2018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廖汶静 

没想到曾经说希望在家里上课的愿望实现了，现如今大家都在

线上通过直播或录播的方式上课。最开始老师和学生对网络学习软

件的摸索过程中的确闹出了些小乌龙，但我们熟悉这些应用后觉得

在家上课的感觉很新鲜。直播互动答疑可以拓宽我们学习中的思

路，我们还能更方便利用手边的设备搜索需要的信息和记录下知识

点。我觉得线上教学最有优势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回看直播，拖动进

度条反复学习不懂的内容，这一点真的很有用！还有课堂后的作业

基本是无纸信息化了，模块很清晰，好评！ 



 

2018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廖汶静上课现场 

四、存在问题 

1、教学平台：各大教学平台均出现网络拥堵、排队登录的现

象。部分教师平台运用不够熟练，加上网络卡顿，没有充分的预

案，导致教学环节稍显松散。 

2、 课堂氛围：部分教师自我适应能力较差，不太适应被围

观，课堂氛围沉闷，与学生交流、互动较少。 

3、 学习监督：个别学生没有完整收看课程视频、没有及时提

交作业。 

4、教学效果：部分教师采用视频播放+测试的方式，视频过长

且缺少互动环节，无法保证教学效果。 

 

 



五、建议 

1、经部分教师反馈，“腾讯课堂”、“钉钉”等平台运行顺畅度较

好，“超星”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顺畅。建议老师们选择多样化的

教学平台，提前做好课程预案。 

2、线上教学是一种新的尝试，对于教师也是一个学习和锻炼的

机会，建议老师们磨练信心，多与其他教师交流，调整教学方式。 

3、为了监督学生学习情况，建议老师们及时查看学生学习进

度，发通告提醒学生完成学习内容，也可以利用任务解锁功能，督

促学生学习。 

4、多个视频（或单个视频学时较长时），建议教师将其切分为

几个知识点，分阶段发布并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如一个视频学完后

回到 QQ 群等进行直播或文字互动等，并且教师将重难点进行总

结，而后再发布下一个视频的学习任务，如此可以更好的互动并知

晓学生学习情况。 

5、采用多种教学方式结合，如结合录播+直播的方式增强与学

生互动，播放视频结束后可进行抢答、讨论、总结等环节。比如有

老师采取：问题导入 15-20min（腾讯会议或者 QQ 群直播）—通过

学习内容去解答问题 30min（学习通或者钉钉或者腾讯课堂）—练

习讨论 20min（学习通等）—互动分享 15-20min（腾讯会议或者 qq

群直播等）—反思与总结 10min（腾讯会议或者 qq 群直播等）。 



第一周的线上教学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新的尝试，在后续

的线上教学中，希望老师们通过不断的改进教学方法和内容让更多

地同学沉浸在线上教学的乐趣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