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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防疫期间网络教学简报 

（第 1 期） 

 

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始料未及，疫情防控举措前所未有。面对这场没有

旁观者的人民战争，马院人主动顺应，并善于运用抗疫的鲜活素材，积极

探索多种形式的网络思政课教学，彰显了思政课教师在非常时期的本色与

担当。 

一、教学准备充分 

为了落实“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学院 2 月

7 日召开教研室主任工作会，部署了网络教学的准备工作，确定了网络课

程建设与特殊时期网络教学有机结合的原则，启动了以教研室为单位的网

络集体备课工作，统一了授课课件、在线习题和讨论题。根据教学部的安

排，组织全体教师参加了三场网络教学培训会，熟悉了网络教学的基本要

求和基本操作。教学管理科及时发放了课程安排表，发布了任课教师的教

学班级 QQ 群号，老师们在开课前做好了超星平台和 QQ 群同时教学的准备。

2 月 21 日，学院又组织全体教师在线收看了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

尖创新中心组织的北京市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同备一堂课”，聆听了清华大学马院艾四林院长等教育部教指委专家对

如何根据四门思政课的教学目标定位和内容安排将疫情防控的生动实践融

入思政课教学的指导建议。教研室根据专家的建议，重新调整了第一课的

安排，部分老师还专门制作了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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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两周的教学运行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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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5

（QQ 平台+超星平台统计）；教学督导听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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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次；

学生在线学习困难人数：142 人。总体而言，网络教学秩序井然，直播、

录播、签到、讨论、作业等教学环节基本顺畅。尽管师生都渴望早日重返

校园上实体课，但也接受并逐渐习惯了网络教学。 

三、工作亮点 

1、学院研究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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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学院领导、行政人员、教研室主任、专任教师的

工作职责，特别强调了网络教学的纪律要求，学院领导和教研室主任加入

到授课教师班级群，随机督导教学运行情况。 

2、加强工作交流、对接。学院专门另建了工作 QQ群和微信群，方便

老师们分享教学心得，学院领导及时在群内安排工作和解答老师的问题。

教学管理科每天将思政课的考勤发到学工群里，供相关学院有针对性地加

强学生教育管理。 

3、学院号召全体思政课专兼职教师不仅要带头遵守疫情防控的相关

规定，而且要主动担当，挖掘整理鲜活的素材，利用课程微信、QQ群积极

引导学生理性思考，择机开展疫情防护知识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生命教

育、社会责任感教育、规则教育、感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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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了引导学生主动关心疫情防控形势，准确理解、自觉遵守防控

规定，展示乐师学子在重大疫情面前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学院主动联

合党委宣传部、党委学生工作部在全校学生中开展了“战疫情，担使命”

主题征文活动，并将征文作为春季学期《形势与政策》课成绩考核的重要

内容。优秀征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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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老师们克服困难，想了不少办法，探索了不少形式，普遍提高了

网络教学能力。（1）方德静：积极探索多形式开展网络思政课教学，率

先录制开课第一讲视频，积极在学院群内分享本人的教学心得和思政课同

行结合战“疫”情的理论思考文章。（2）杨淑英：作为一名年过 55周岁

的老师，主动学习探索使用学习通、QQ 分享屏幕和腾讯会议等方式讲授思

政课，并通过 QQ 群为学生解疑释惑。 

四、存在的问题 

1、网络教学效果的把控尚需研究解决。个别学生因停电、网络信号

弱、网络流量不足等原因不完全具备按时上网课的条件，甚至有老师也存

在上课停电停网无法继续教学的情况。学习通也时有无法登录的情形。学

生只签到，没有实质性参与教学的现象有抬头趋势。 

2、马院的老师普遍课较多（不算“形势与政策”课、实践课时，最

多的老师每周有 19节合班理论课），教师们要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屏

幕（QQ+超星平台）工作，还要在群内及时回复学生的信息，对嗓子、视

力、思维都很有挑战性。 

五、教研、教学活动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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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师心得选登 

上网课真好 

蒋华志 

我们常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信哉此言。可恶的新冠病毒不期而至，

搞得人心惶惶，天下大乱。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真真正正进行了网络

教学。感谢网络，感谢伟大的网络。它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方便。  

第一，克服了传统课堂的沉闷和无趣，充分实现了师生互动。传统的

课堂上老师只能 1对 1 的对学生提问。网络课堂上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可

以让所有的学生都同时回答。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第二，网络课堂信息量巨大。传统的课堂信息量是相对较小的。如果

用传统的手写板书的方式，那信息量就更少了。而网络教学两节课下来，

师生互动的文字都有好多万字。这是了不得的事情。  

第三，网络教学极大地方便了老师和学生相互了解。传统教学一学期

下来，学生名字未必能记得多少。但是网络上随时随地都可以显示出学生

的姓名，所以老师会很快的认识学生、熟悉学生。  

第四，网络教学对学生学习的检测极为便利。在传统的手段中检测起

来非常困难，特别是老师要进行大量的批阅，很多事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而网络由于有很好的检测方式和统计手段，这就极大地方便了学生，也减

轻了老师的负担。  

第五，网络教学让老师免吃粉笔灰的痛苦。  

第六，网络教学绿色环保。老师上课没有堵车的烦恼，没有撞车的危

险。真正绿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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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网络教学通过图像文字，声音色彩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受器

官，让学生学得生动活泼，妙趣横生。这样学生的学习效果一定是很好的。      

第八，学生管理易如反掌。传统的教学对学生的管理是一大难题。而

网络教学对学生的考勤点名十分快捷方便。我采用在 QQ 里边和超星平台，

课前课后双重签名。学生出勤率是可以得到很好保证的。许多学生对网课

也很兴奋。有的学生提出来，以后回到学校里头还是上网课。当然任何事

情有好有坏。当前网络教学最大的问题是网速不够，常有卡顿。这是可以

理解的，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上网人群。如果在技术上能有所突破，

我相信网课教学的前景是十分光明的。 

我爱网课，我喜欢网课，如有机会我还上网课。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年 3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