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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由于疫情影响，学⽣开学时间酌情延⻓，按照学校“停课不停学”
的统⼀安排部署，化学与环境⼯程学院领导⾼度重视，要求全院师⽣

进⼀步提⾼认识，统⼀思想，在扎实做好疫情防控⼯作的基础上，给

予学⽣良好的学习环境，提供优质的学习⽅法和途径，最⼤程度上减

⼩因疫情导致的课程延迟等负⾯影响。向“双⼀流”学校看⻬，在学院

建设中贡献“化学”智慧和“研究”⼒量。根据学院号召，全体教师要在

结合本校学⽣实际情况的前提下，以学⽣为中⼼，切实做到将知识传

授，⼼理疏导与价值引领有机融合。

2⽉ 24⽇以来，化学与环境⼯程学院教师和学⽣通过中国⼤学

MOOC、超星学习通、爱课程、钉钉等教学平台，开启了春季学期线

上教、授学习新模式，本科课程如期在线开课，全院师⽣切实做到了

不返校不停学、“云”到校“云”上课。

学院领导积极探索⽹络教学新模式，努⼒构建教学新设计，新形

式和新思维，进⽽提升各部⻔各班级的组织能⼒和教学能⼒，保障本

学期线上教学平稳有序，提⾼学⽣的⽹课学习能⼒和主动参与能⼒。

为了圆满完成学院安排的教学任务，各级各专业教师积极准备，熟悉

平台。授课⽼师和各班级均建⽴了教学群，准时安排课程和任务。课

前上传课件帮助学⽣⾃主预习；课上⽼师认真负责，师⽣互动答疑解

惑，同学们积极主动；课后，通过各专业，教科办的通⼒配合，对每

⽇学⽣的上课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收集和反馈，通过不断总结经验

和⼿段提⾼教学质量，及时弥补平台和教学短板，整体教学效果良好。



“⽹课”授课⼯作
关致敏⽼师

化学与环境⼯程学院的关致敏⽼师积极响应“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号

召，迎难⽽上，积极投⼊到在线教学的建设准备⼯作中。

线上教学对于关⽼师并不陌⽣。在 2019年，关⽼师作为全国⼤学⽣制药⼯

程设计竞赛的带队⽼师，就开始利⽤⽃⻥进⾏线上直播指导。这次疫情期间，之

前的直播经验帮助他迅速找到了合适的授课⽅案。他考虑到绝⼤多数学⽣只有⼿

机，⽽且课堂上需要签到、做题等教学功能，在尝试了包括学习通、⾬课堂、⽃

⻥、YY等多种软件后，他最后决定将腾讯课堂作为直播教学的平台。

为了保证他所代的《制药⼯艺学》这⻔课的直播效果，2⽉ 9⽇他就提前和

17制药 1班的学⽣做了半个⼩时的试播。为了将虚拟仿真软件和线上教学结合起

来，他在 2⽉ 20⽇提交了在线实验教学管理服务申请单，并撰写了虚拟仿真软

件的使⽤计划。疫情的爆发期，家⾥设备不全，关⽼师克服种种困难⽤⼿机代替

当摄像头写板书，⽤普通⽿⻨作为录⾳设备。他还重新编排了教学章节，将相对

简单的章节作为⽹课的授课内容，难的部分等正式开学后再讲。

功夫不负有⼼⼈，2⽉ 25⽇他的第⼀堂在线直播课程⼤获成功。在讲解过程

中，关⽼师结合了视频、虚拟仿真软件，⼤⼤增⼤了知识的直观性。为了活跃课

堂⽓氛，他还在课间休息播放歌曲MV，放松学⽣的⼤脑，得到了学⽣的⼀致好

评。他表示有决⼼、有信⼼克服困难，确保教学质量，为这场特殊战“疫”，贡献

了⼀份⼒量！

2⽉ 9⽇腾讯课堂试播截图



直播教学⼯作图 1

教学直播间画⾯



课上结合虚拟仿真软件进⾏直播教学

课上结合视频进⾏直播教学

课间休息播放MV放松⼼情



《物理化学》⽹络教学体会

《物理化学》是化学与环境⼯程学院化学、应化、化学⼯程与⼯艺、制药⼯

程、功能材料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号称最难学的课程。两年前，物化组就开始

在超星学习通平台上建设⽹络课程，将课件提前上传到学习通，⼀些学习资料也

在学习通上进⾏了分享，特别是建设了题库，⽅便了物化组⽼师平时课堂的随堂

测验，期末单选题和判断题的组卷。

此次疫情期间，⽼师们遵照教务处的部署，录制视频，上传资料、习题，进

⾏了⼤量⼯作。但是考虑到学习通不像腾讯、阿⾥巴巴、百度这些⽹络平台的⽀

撑，可能会存在⽹络压⼒，号召⽼师们做好候补⽅案，虽然是通头课，但是不唯

⼀，不统⼀，多⽅案去执⾏。

⽼师们制定的⽅案有以下⼏类：

（1） 学习通设置任务点，观看视频、布置作业、进⾏测验，⾬课堂直播答

疑（武美霞⽼师采⽤此⽅式）

（2） 学习通设置任务点，布置作业、签到等，+钉钉直播（李作鹏、尚建

鹏、屈⽂⼭⽼师采⽤）

（3） 学习通设置任务点，布置作业、签到等，+腾讯课堂直播（霍⾦仙⽼

师采⽤）

（4） 学习通设置任务点，布置作业、签到等，+QQ课堂直播（崔艳霞、席

建红⽼师采⽤）

（5） 学习通设置任务点，观看视频、布置作业、进⾏测验，微信平台辅助

答疑（翟⽻佳⽼师采⽤）

⼀周的授课当中，的确发⽣了学习通的拥堵，但是钉钉、腾讯课堂、QQ课

堂的直播很流畅，没有卡顿现象，顺利完成了教学任务。

下⾯是⽼师们授课的各⾃体会：

（1）武美霞⽼师的体会：

⾯对疫情，“停课不停学”似乎成为了教育圈热议的话题，当然也成了教师们

关注的焦点。尽管两年前就使⽤超星⼀平三端⽹络平台建设了⽹络课程，但是主

要以翻转课堂的形式进⾏。这次教育界的“线上授课之路”全⾯开启了，教师和学

⽣也都将完全接受新的教学模式。在原有⽹络课程的基础上，将原来的教学内容

进⾏了认真的修改和完善，将⼤纲中的教学重点、难点等内容分知识点录制下来，



课前传到超星平台，这样⼀但出现上课时间⽹络拥堵，学⽣也可以错峰学习，还

可以反复观看，⽅便学习和复习。并通过微信和学委进⾏了多次交流和沟通，保

证平台上上传的内容能够顺利打开和观看，为了能够直观的了解学⽣的学习情况，

在每章内容学完之后利⽤⾬课堂直播安排⼀次直播答疑。教师也可以在后台随时

了解学⽣的学习情况，每个任务点学习了多少，视频看了多⻓时间，签到了没有，

作业的上交情况，测验的正确率等。从第⼀周的授课情况来看，基本实现了签到、

上课、互动、答疑的教学效果，保证了教学质量。从学⽣的学习反馈结果来看，

学习积极性很⾼，作业的完成度及质量都⽐较⾼。借此机会，充分利⽤信息化平

台，结合授课教师的引导，培养学⽣的⾃主学习意识及⾃学能⼒，真正实现教学

向以学⽣为中⼼的转变。

（2）李作鹏⽼师的体会

考虑到 2.24⽇可能会出现拥堵，也考虑到学⽣能够听到⽼师的声⾳，因此我

准备了钉钉直播，作为终极⽅案。事实上，2.24中国慕课和学习通都出现了拥堵，

⽽钉钉直播畅通⽆阻，因此在 2.24下午成功实施了我本⼈从教以来的第⼀次直播

课！（下图左）



直播过程中，虽与平时上课感觉不⼀样，有⼀定的不适感，不能⾯对⾯与同

学们进⾏互动，但随着直播的进⾏，同学们直播过程中回答问题积极踊跃，虽然

疫情肆虐，却也感受到了⼤家的学习热情，利⽤直播这种⽅式虽然出于⽆奈之举，

但另⼀⽅⾯也拉近了师⽣的距离（上图中）！2.26上午 3、4节我们⼜进⾏了⼀次

直播，内容为热⼒学第⼀定律，同时化四班的同学也在线进⾏了学习（上图右），

⼤家的学习⽓氛⾮常热烈。我本⼈感觉，⼀些同学平时课题上并不敢提问，⽽在

师⽣不能⻅⾯的情况下，他们没有负担表现的⾮常活跃。⽽且在直播过程中要多

⼀些⼼理上的关怀，⼤家普遍在家呆的很久，难免有些烦躁，⼀些同学表现出⾮

常想开学的想法，这些都需要⽼师们多多安慰。

（3）尚建鹏⽼师的体会

正式开始上课时，由于学习通⽤户骤增，出现平台运⾏不顺畅的情况，我们

启⽤了备选⽅案，利⽤钉钉，进⾏直播教学，教学过程顺畅不卡顿，学⽣反馈也

挺好。就这样，完成了⾸次线上教学。通过和学⽣沟通，决定后续课程采取学习

通和钉钉配合使⽤的⽅式进⾏，利⽤钉钉直播教学，利⽤学习通进⾏签到、布置

作业、主题讨论。总结这段时间的教学⼯作，有以下⼏点感受：⼀是教学理念和

态度发⽣了变化，⽼师和学⽣不⻅⾯也可以把课上好；⼆是线上授课的相关教学

过程随时随地有了记录，便于教师总结、凝练，回访功能也便于学⽣复习使⽤；

三是互动环节不如真实课堂，学⽣们即使有问题，也是喜欢私信⽼师询问，这⽅



⾯需要进⼀步加强引导，把问题以讨论帖的形式放在学习通，全员参与讨论；四

是直播过程中，不能实时的获得学⽣的反应，同线下教学⽐，仍有所⽋缺，所以

线上教学可以作为线下教学的⼀个很好的补充形式。

（4）屈⽂⼭⽼师的体会

钉钉直播教学⽅式确实⾮常新颖，对教师和学⽣来说都⾮常的新奇，但是为

了保证教师授课过程⽹络流畅、不出现卡顿现象影响正常教学，只有⽼师打开摄

像头学⽣不开，导致⽆法实时的监控学⽣的上课学习状态，所以由于⽹络带宽及

⽹速的稳定性对⽹络较差的学⽣来说可能会产⽣影响。为此我在课堂上不定时点

名提问学⽣，⼀⽅⾯提⾼学⽣的课堂注意⼒，另⼀⽅⾯也是学⽣能够坚守课堂。

在课堂教学环节中，不能像平时课堂那么随时提问，随时解决问题。教师的管理能⼒隔

着屏幕也有所下降。我班⽹络教学存在的最⼤问题是，学⽣不主动发⽂，有问题也不习惯主

动发起连⻨，这就要⽼师多关注重点难点的讲解和落实。

（5）霍⾦仙⽼师的体会



经过多年的教学，深深体会到，教师⾛进课堂，不仅仅是把书上的知识转移

给学⽣，⽽是要展开知识，让知识学有所⽤，物理化学虽然是⼀⻔基础课，⽆论

对理论研究、实践，还是⽇常⽣活，具有很强的应⽤价值，再加上物理化学的难

度⼤，学⽣未必能克服了障碍，加之知识的难点、重点，学⽣未必能把握住，导

致芝麻⻄⽠⼀把抓，导致学习的兴趣下降；更重要的是，物理化学的哲学思辨理

念，与时代的关系，不是⼀张 PPT 所能展现出来的，所以需要采⽤直播的⽅式，

就像在教室⾥⼀样，⾯对学⽣侃侃⽽谈。

26⽇上午开始了我第⼀次直播，就讲课⽽⾔，跟平时没区别，但是学⽣通过

讨论区及时提出了问题。这是平时在课堂上没有的现象。另外我也通过提出简单

问题，让学⽣思考，在讨论区回答，形成了师⽣良好的互动。27⽇进⾏了第⼆次

直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唯⼀不⾜的是学⽣签到在，中间有部分学⽣掉线，这

种注意⼒不集中的问题，可以通过学习通布置作业来弥补。

腾讯课堂直播截屏

（6）崔艳霞⽼师的体会

第⼀次上课是在 2⽉ 24⽇下午 4点半开始上课，估计这个时间点上课的⼈

不多，所以不卡。但是不好互动，上课过程中⽆法提问，沟通交流基本⽤微信群

完成。鉴于学习通在上课讲授⽅⾯不⽅便，我在 26⽇第三、四节上课采⽤了 QQ

群的群课堂进⾏直播上课，这种授课的优点是可以把语⾳与 PPT翻⻚很好结合，

但是与学⽣交流时我可以⽤语⾳，但是学⽣只能打字输⼊，⽐较复杂的表达就不

好实现了。课后与其他⽼师探讨后发现，⽤ QQ群的视频聊天可以解决学⽣表达

不⽅便的问题，所以期待第三次授课时候能与学⽣更好交流。



（7）席建红⽼师的体会

2⽉ 24⽇，按照学校要求，使⽤的平台是学习通，采⽤录播的⽅式，就是提

前将讲授内容录制好，设置成相应章节的任务点，学⽣在教务处安排的时间看视

频。作业也在学习通布置。这种⽅式优点是⼀个视频可以反复回看，缺点是不能

和学⽣互动，也不能很好地监管学⽣。

2⽉ 26⽇，将授课⽅式更换为 QQ群的屏幕分享，进⾏在线直播，这种⽅式

的优点是可以随时和学⽣互动，但是有个别学⽣反映⽹络有时不好，会出现卡顿，

⽽且不能回看讲过的内容，容易误了某些知识点。

（8）翟⽻佳⽼师的体会

我认为上⽹课教师可以在后台随时了解学⽣的学习情况，每个任务点学习了

多少，视频看了多⻓时间，签到了没有，作业的上交情况等，学⽣也⽐平时上课

更积极主动。因为担⼼正式上课时出现⽹络拥堵，也为了测试教学情况，我在正

式开学前就发布了任务点和作业，所有的学⽣都在⼀天到两天的时间内提交了作

业，部分同学做的⾮常好，我也及时为学⽣批阅了作业。还有同学学习能⼒很强，

学习的进度远超过了安排的教学进度，并且对学习中不清楚的知识点进⾏了提问，

除了我还有其他同学对他的提问做出了解答，说明很多同学都提前学习了。

学习通上提供了“已发布任务点”、“学⽣访问量”、“章节测验”、“学⽣管理”、

“讨论”、“成绩管理”、“教学预警”、“课堂活动”、“课程积分”这⼏项的统计结果，可

以让教师很轻松的了解学⽣的在线学习情况，省去了繁琐的统计⼯作。

（9）杜君⽼师的体会

2⽉ 24⽇，按照学校要求，使⽤的平台是学习通，钉钉在线直播⽅式给 18



化⼯班学⽣教学《物理化学》下课程，提前和学⽣联系协调⽹络授课⽅式，并就

学习时间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下午 56节，要求学⽣在学习通通过 PPT课件，视

频资料预习，同时上⼤学MOOC平台观看天津⼤学（回放，本学期天⼤上上册

内容）和北京化⼯⼤学（北化下册 2⽉ 17号已开课）电化学章节内容，26⽇下

午进⾏钉钉直播，直播前学⽣张智钰联系我，由于中午突发停电，⼿机电量不⾜

不能观看直播，其余同学都按时上线进⾏了线上课程直播。好在钉钉软件有课程

直播回放功能，张智钰同学则通过回放进⾏了学习，第⼀次直播任务完成。第⼆

次是上课中间出现⼀次掉线，⼤约 5分钟左右，其余情况良好。课后要求学⽣学

习通进⾏讨论和作业布置，作业以上传图⽚⽅式完成并进⾏评分。另外，在微信

班级群⾥对重点概念，习题进⾏扫码解题。

整体授课感觉是对学⽣的预习效果⽆法掌控，学⽣是否观看资料不清楚；钉

钉上回放功能⾮常好，可以对⾃⼰所授内容和⽅式，语⾳语速等了解后加以改进；

进⾏在线直播对软件，硬件等客观条件的要求较⾼，设备和⽹络影响学习；讨论

和作业单学⽣较认真，以后可以不定期检查学⽣记录笔记等以检查学⽣学习效果。



上好课是每⼀位为⼈师的职责所在！在全国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特殊时刻，

身负重责、携爱前⾏的物化组⽼师们都在为学⽣“停课不停学”的路上努⼒着……



关于⽹络课程学习
18级化学三班 闫彦

当我们所有⼈还沉浸在“2020 爱你爱你”的时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

了这⼀切，导致我们不能如期开学，在家⾥开始了⽹络课程的学习，⽹课的学习

对于⽼师和学⽣都是⼀个全新的挑战，2.24号全校师⽣开始了⽹络课程的学习，

⽼师们也在根据同学们的反映及时调整授课⽅式及相关软件，接下来我来谈谈⼀

个星期以来我的感悟以及学习的好⽅法。

1.整体规划 我们化学专业线上⼀共开设了 5⻔课程，每个课程都是各⾃的

特点，所以授课⽅式会有差别，我们需要及时调整⾃⼰的状态，体会每个⽼师的

讲课特点，然后更好的配合起来，这⼀点⾮常重要。

2.专业课学习 不论是有机，分析还是物化，知识点都是特别琐碎的，所以

我们⼀定要做笔记！⼀定要做笔记！有机和物化⽼师都是线上教学，我们可以听

到声⾳，看到 PPT，很多时候发现⾃⼰做笔记的速度跟不上⽼师讲课，那么我们

需要停下来先听⽼师讲课，因为你只有听懂了才能看懂 PPT，然后课下我们再返

回去边看 PPT边做笔记，或者边看回放边做笔记，再参考电⼦版的教材。这样能

更好的巩固，也有助于⼤家思考。如果实在不会，也可以到MOOC上找相关课

程，有很多都是国家级精品课。对于专业课我们必须百分之百认真。（下图分别

为物理化学和有机化学所做笔记）



3.课外时间安排 在我们的课外时间，⼤家可以利⽤⼿机，电脑开始着⼿学

习计算机⼆级，英语四六级等等，因为疫情，考试都公布推迟了，但是"考试或

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我们要时刻准备着！证多不压身，利⽤空余时间多

考⼏个对于以后的学习和⼯作是很有⽤的。

以上就是我们⼀些学习⽅法和学习规划，希望对⼤家有⽤。"没有⼀个冬天

不会过去，没有⼀个春天不会到来"我们也祝愿疫情早点结束，⼤家可以早⽇回

归课堂！

关于⽹络课程学习
19级化学⼆班 贾⼦琪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年，刚放假，就出现了新冠病毒。

原本定的开学⽇期也只能推迟，学习模式也发⽣了变化，由原来的课堂教学

变成了线上教学，学习模式和学习⽅式也发⽣了改变。即使外界条件变了，但我

们的学习态度不应该发⽣变化。

2⽉ 24⽇，在学习通上开始了⽹课学习，第⼀天担⼼学习通会出现拥挤，视

频会出现卡顿，但担⼼的这些并没有发⽣。在⽼师的精⼼准备下，线上授课也呈

现了极好的效果。虽然⽹上学习学的也很全⾯，但还是希望能够尽快开学，希望

疫情能够早⽇被控制。



在线上学习过程中，我进⾏了以下⽅法:

⼀、将⽼师在群⾥发的电⼦书打印出来，在上课时，⼀边看视频、⼀边看纸

质资料。

⼆、听课过程中，随时将视频停下，记笔记，并将此过程中不懂的问题记录

下来，在课后与同学们讨论。

三、在做作业时，要有效率的完成，按时完成并提交。课后作业就是检验我

们对知识点掌握的多少，认真的完成作业极为重要。

四、在上课之前对将要学习的内容进⾏预习，对所讲的内容提前掌握。认真

聆听⽼师上课所讲细节，将云课堂看做课堂教育认真对待，线上课堂⽼师所问问

题要努⼒思考，涉及其他学科内容⼤量搜索资料，做好记录，如有问题，联系代

课教师询问。

⽹上授课过程中，完全实现课堂上的互动是很困难的，所以当课堂从教室转

移到⽹络，需要同学们不断地适应，及时调整学习的态度。我们要卸载游戏、拒

绝追剧，利⽤⽹络授课努⼒学习知识。现在，需要我们的⾃主学习，我们要提⾼

⾃觉性，认真对待⽹课、认真上课、完成作业。

愿疫情早⽇结束，我们早⽇回到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