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设计学院第一阶段线上教学工作总结

我院本阶段线上课程共开设专业课 17 门，涉及 64 个班级，上课教师共 23

人。我院开课前有计划安排，执行过程中落实到位，我院教师克服各种困难，积

极做好线上教学准备工作，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良好的精神风貌保证了我院线上

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并取得了良好成效，现将本阶段教学情况总结如下。

一、教学安排及实施过程

开课前院领导分别召开教学管理人员会议和全院教师线上会议，对第一阶段

的线上课程作以安排，并提出要求。我院教师认真负责，严格按照课表安排开展

线上教学，提前 10 分钟进入平台做好上课准备，对学生严格考勤，保证学生的

到课率。授课过程中大部分教师采用雨课堂进行考勤授课，有部分教师由于一些

课程的特殊性，要播放视频，使用软件等，雨课堂不方便操作，结合腾讯课堂、

腾讯会议等多平台相结合给学生进行授课，学生学习积极性高，课程教学顺利进

行。

二、质量监控

我院领导进行线上线下监控检查教学，线上进入雨课堂管理界面，监控到老

师的上课情况及学生的到课率，线下进入教室，办公室检查教师上课情况。同时

系主任进入老师的课堂进行听课，监控教学质量。确保了我院线上教学稳步展开，

并保证了课题教学质量。

三、教学效果

我院老师能够根据教学内容认真备课，尽职尽责，讲课富有激情，均能够采

取互动方式提升学生学习兴趣，课堂形式多样化，学生到课率高。其中姚梦琪老

师所带的《中国传统纹样临摹与再实践》课程，老师责任心强，课堂互动交流气

氛较好，能够通过鼓励和作业点评的方式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学生作业完成质

量较高。闫江婷老师开课前安排暖场音乐，形式新颖效果好。

不少教师采用大量的实践案例进行分析，加强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能够理

论结合实践，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能将雨课堂与腾讯课堂有机结合，充分

发挥各自平台的优势，效果较为明显。例如，庞理科老师在《镜头组接原则》课

程教学中通过网络抖音“张同学”的视频案例进行分析，并结合内容布置作业；

袁伟芳老师在课堂小结中能够结合目前疫情防控形势对学生进行思想认知教育



和引导。任卓敏老师主讲《广播电视节目创作》（校园报道）音频课程，上课班

级播音与主持艺术创新 2101 班，到课率 100%，上课期间互动较好，随时进行实

践互动教学，学生准备充分，在朗诵练习时并配有背景音乐进行练习，课堂气氛

良好。马丁丁老师《广播电视节目创作》（校园报道）视频实践课程中能够结合

目前西安疫情防控中“逆行者”的真实视频案例分析视频创作表现形式，并能结

合学生视频剪辑作业进行分析，通过发红包等形式促进学生积极参与互动，课堂

效果好。我院教师之间相互学习交流共同提升线上教学质量。

我院要求老师在线上教学中从不同的专业角度，以不同的形式反映“疫情防

控”相关内容，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实践教学，并鼓励教师注重课堂教学实

践呈现。课程结束后各系组织对本阶段作品进行总结和线上会看。我院各位老师

精选了部分学生作业，做成作品集进行线上推送，本次推出作品主要以疫情防控

工作为主题，得到了校领导的一致好评。

四、第二阶段线上教学安排

1月 6 日在腾讯会议上召开我院教职工会议，在会议上对第一阶段的教学情

况作了总结，肯定了我院教师认真的工作态度和显著的教学成果，并对下个阶段

的线上教学提出要求，吸取第一阶段的经验，更好的完成第二个阶段的课程，并

积极准备第二阶段线上作品集。

院长到授课现场进行检查



院长检查教师授课情况





系主任听课情况



线上视频会议

孔楚楚老师授课现场 任卓敏老师授课现场

蒲鹏举老师授课现场 高美老师授课现场



闫江婷老师授课情况 张瑞雪老师上课情况

姚梦琪老师授课情况 杜启明老师上课情况

五、典型教学案例

【广告综合项目实践】——视觉传达系张瑞雪老师

由于疫情原因，学生被困在学校，不能正常回家，为此学校开展“停课不停

学”的线上教学活动，我担任的《广告综合项目实践》课程也在积极开展着。具

体内容如下：

1.课程内容：

课程以“为西安加油，为中国加油！ / 齐心协‘艺’，共同战‘疫’！”

为主题，旨在让我们凝聚设计的力量，在弘扬疫情防控正能量的同时，鼓舞斗志，

传播科学，同心聚力，共抗疫情，让同学们通过一张张广告设计为抗击疫情带来

更坚实的信念与力量！课程目的是使学生理解广告设计的理论，理解广告设计的

目的及方法，并能够结合课题进行运用和创意。

2.课程实现：

在教学上，本课程通过使用长江雨课堂和腾讯课堂、QQ、微信平台进行线

上教学，线上进行分组和讨论，并提出每组的创意方案，然后老师给与每组的方

案进行点评，最后学生通过 Photoshop、Illustrator等软件进行设计实践，创作出



一幅幅生动有趣、准确传达主题的广告设计做作品，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成果和反

馈。在授课时，通过不同平台的综合使用，方便了老师与学生的及时沟通及课堂

氛围的营造，充分利用连麦功能和学生进行有效对话，尽量照顾到每个学生，让

学生感觉到线上学习和在班级学习一样的氛围，教学时尽量设计贴近生活的教学

情境，来激发学生兴趣，让学生学得快乐，学得轻松。同时在教学中及时反思自

己，寻找在课堂中出现不足的原因，做到及时整改，能使线上的课堂更高效更有

活力。

在课后作辅导方面，我是通过线上连麦，远程控制其电脑、微信语音等方

式进行辅导。尽可能在第一时间解决学生们做实践时遇到的问题，让学生有问题

时能及时得到帮助。

课后还会给学生们做心里辅导，让大家在疫情情况下，有个轻松的心情，

关注学生们的情绪，还会给大家推荐室内娱乐的方式和提升自己的方法，让同学

们足不出户也能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1）长江雨课堂授课界面

长江雨课堂授课界面

（2）腾讯课堂授课界面



腾讯课堂授课界面

腾讯课堂讨论区

（3）微信平台方案分享界面



微信平台方案分享界面

（4）学生签到情况监控



（5）学生学习情境图



3.特色案例：

本次课程以“为西安加油，为中国加油！ / 齐心协‘艺’，共同战‘疫’！”

为主题，所以在讲课的时候分别采用了国内和国外的与战疫相关的广告海报作品

作为案例，希望能通过相同的主题，激发学生们的艺术创想和设计思维。

国内案例



国外案例

4.课程成果：

作品名称：《西安加油》 作品名称：《守护》

小组成员：曹博文、肖自游、薛利剑 小组成员：邱雨欣，王晓雪

作品名称：《大战星球篇——长安 常安》

小组成员：曹璐 胡婷婷 董晋



作品名称：《战疫长安》 作品名称：《今天，你戴口罩了吗》

小组成员：李婷 张怡芯 郭思含 小组成员：李佐云 方慧琴 魏彤彤 李昕燃

作品名称：《Non—cash》 作品名称：《博弈之局》

小组成员：郑建煌 张新旭 白玉 小组成员：郝晨，刘佳瑶，李洁，张肖



作品名称：《负重前行》 作品名称：《共抗疫情，你我同行》

小组成员：程远方 韦倩 小组成员：史慧玲 景榆鑫 樊凌含

【教师第一阶段线上教学总结】——数字媒体系马丁丁老师



新冠疫情突袭西安，高校封闭校园抗疫，根据学校安排部署，确保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停课不停学”的线上教学工作，本次为其两周的教学工

作中，本人承接播音与主持艺术 1901 班的广播电视节目创作（校园报道）视频、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影视短片创作（校园报道）视频两门课程。开课前期数字媒

体艺术系在学院的安排下进行有效的课程内容计划安排，同时中期学院也积极对

我们的课程进行指导肯定，保障了教学质量、稳定了教学秩序。下面就本人课程

情况进行汇报：

1.教学平台

课程教学平台选用长江雨课堂直播平台

2.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为长江雨课堂线上直播讲解+随堂测试+QQ 群课后答疑

3.教学时间

2021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2 年 1 月 11 日（第一阶段）

4.教学过程

课前课件准备情况



课程手写讲稿

课程直播过程

学生网课学习过程



学生考勤及签到学习情况

学生课程笔记

学生脚本设计



第一次技能类作业



第二次记得 2021 作业



第三次防疫 MV 创作

5.教学总结

从 12 月 29 日学校开始“停课不停学”线上教学工作，在艺术设计学院及数

字媒体艺术系的安排下，我们积极做好课前准备，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长江雨课堂

线上教学培训课程，并积极钻研雨课堂直播、作业布置方式，不断调整教学教案

及课件，以确保网课顺利进行。同时，在开课前完成课程内容学习及平台课程

PPT 构建，上传了包括两周授课内容的 6个 PPT，提前布置了网课学习规则及预

习作业。



经过前期线上教学，我在课程授课、学生课堂监控、作业布置及辅导中积累

了一定的经验，本次课程主要采用线上直播形式进行知识讲解及课后作业点评，

对于学生的学习监督以及激发学生兴趣部分通过 QQ 群进行，为了提升学生学习

兴趣及自主学习能力，我采用多种教学平台和智能工具组合方式。同时利用学堂

在线教学资源平台，为学生提供大量的拓展资料。通过 QQ 平台正能量文章、短

视频，给学生以励志鼓励、好文分享、正能量传递，形成线上思政德育渗透，利

用视频作业机会给学生建立对于疫情的正确的认识，鼓励学生回忆过去展望未来

等。每节课前一天晚上会上传第二天课程 PPT，布置课前预习。每节课前讲解 40

分钟左右作业点评，帮助学生建立好知识框架及应用方式，然后课中讲解视频创

作知识，同学随堂完成课堂题目测试，最后布置新一轮作业，通过作业检查、点

评进行整体教学质量把控，课程以外时间随时答疑并推荐拓展材料。

早读、夜读

以 QQ、微信作为课程直播平台辅助以答疑，同时将教学内容、学习资源、

学习任务、讨论互动内容等多种学习相组合，形成多措并举开展线上教学。由于

影视短片创作、广播电视节目创作中涉及新知识更为丰富，所以每节课都会通过

案例进行前沿视频创作知识分享，通过弹幕回应的方式，了解学生的掌握情况，

掌握不到位的部分会专门在下一节课进行问题答疑。

课程中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每次作业的知识重点也会通过 QQ 群发给学生，

让他们根据自己视频创作进行修改，及时查缺补漏。同时课余时间会询问学生哪

些方面存在疑问，哪些需要老师再进行强调，做到针对不同视频类型进行知识整

理、细化，绝不让学生带着疑问进入下次课堂。



作业布置

答疑环节是每堂课中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学生疑问进行有针对的解决，

可以帮助课程顺利进行。QQ 平台具有普及性、信息时效性以及语音、视频等快

速性特点，针对学生的问题可以较及时回复，针对问题的难易程度，采取不同的

答疑方式。对于比较简单的问题，直接群内采取文字答疑；如果涉及需要加以复

杂解释的问题，比如广告创意设计原理等，会采用语音答疑加图片、文档答疑；

对于需要实践操作的问题，会采用录制小视频答疑等不同的方式，针对共性问题

统一在群内进行解决，个性问题会课下私聊学生解决。

学生课后作业答疑



网课教学与线下教学最大的不同除了设备、教学模式之外，更多的在于课堂

的主体承载者，教师不在是把握课堂整体运行的主体，更多成为课堂的主持人，

学生成为整个学习的主体承载者。学生主体成为教学中的主体，教师成为教学主

导，这就要求教师首先对课堂要有一个整体的掌控力，把握每一节课的课堂结构，

如何合理分配教学教学时间与网络平台课程教学时间，同时还要通过平台数据进

行教材分析、学情分析，了解不同学生的特点，设计不同课堂参与方式，调动每

一位学生的积极性。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每一位学生，多给予学生关注，有意识

地营造宽松、积极的学习气氛，学生也会对学习有更大的热情。课堂上每一位学

生认真配合，积极回应，认真记笔记，及时完成学习巩固。

同样尤其现在学生身处疫情之中，我们除了对于学生课程进行关注之外，更

要关心每一个孩子的心理建设，结合特殊时期，通过课程思政的方式让孩子们正

确认识疫情，正确把握心态，通过课堂学习知识的同时也掌握一定的防疫、抗疫

方法，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也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通过我们的课堂让学

生活跃、健康的成长。

【第一阶段线上课程教学总结】——环境艺术设计系刘晨宸老师

近期，西安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根据陕西省教育厅疫情防控要求，学校

及时调整教学工作安排，全面部署课程教学等工作，各教学单位积极响应、协同

联动，从 12 月 29 日起我院有序开展线上教学工作。

在第一阶段的线上教学工作中，我所担任的课程是《室内装饰元素构成设计》，

所开设的班级有环境艺术设计（装饰方向）2101 班、2102 班以及艺术设计 2101

班。根据专业特点，结合课程特色，以及线上教学特点和学生学习状态，做好教

学设计，增加互动，多做答疑和辅导。在上课期间，学生考勤良好，能按时进入

“长江雨课堂”，课堂上以弹幕的形式进行简单的互动，有时根据互动需求会搭

配“腾讯会议”平台的使用，互动更加显著，效果也较好。学生基本可以跟着课

程设计的内容和节奏，完成每次作业。在每次学生作业完成提交后，我会对作业

进行分类，将存在问题的作业和优秀的作业放在一个文档中，下次上课时运用“长

江雨课堂的”视频直播功能共享桌面，进行作业点评，让同学们可以直观地看到

作业中多数同学出现的问题。并在作业中选出优秀作业，在“长江雨课堂”的投



票功能中，让同学们进行投票，选出前三名优秀作业。以此来增加同学间的互动

和互相学习的机会。

多平台结合的方式可以做到补充平台自身的一些缺点，这样对学生的学习也

能起到良好的作用。在课后也给各班建立了微信群，方便课后对学生学习情况的

了解以及生活上的关心询问。虽然此阶段课程时间不长，但是大部分同学都学习

认真，对所教的内容都表现出了自己的对知识渴望的态度，每次作业都完成度较

高。

三个班级课程的数据统计



三个班级课程的数据统计

同学们对优秀作业学生们的投票情况







点评作业展示







课后学生学习情况



利用微信对练习内容进行指导

在微信群对学生进行节日祝福



【第一阶段线上教学教师典型事迹】——造型设计系鲁阔老师

2021 年 12 月 9 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阻断了正常学习生活的状态，让

即将临近期末的课堂教学突然按下了暂停键，教师学生不能像往常在教室里正常

学习上课。在学院下达“停课不停学”的工作安排后，我的《中国传统雕塑二次

再创作》线上雨课堂教学活动随即展开。

1.在线课程教学基本情况

艺术设计学院：鲁阔—雨课堂线上教学

授课时间：12 月 30 日--1 月 11 日

课程名称：《中国传统雕塑二次再创作》



2.精心准备，精心设计

线上教学活动与日常线下教学有着极大的差别，考虑到线上有线上的特殊性，

在设计本课程时就进行了深度思考，鉴于之前课程当中学生们所表现出来的雕塑

理论基础知识极为薄弱这一缺陷，需要有一个理论知识的桥梁嫁接，所以恰好利

用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进行弥补，从而促进下学期课程的完美链接，也为今后学

生们的理论素养和未来的实践打下良好基础。

3.每日一个博物馆，每日一个新主题

以往在线下，根据课程的需要，理论知识讲述有限，而本次线上教学也为我

腾出了大量的理论知识讲述的时间，具体教学中，用大量时间给学生们讲述中国

传统雕塑理论知识，两小时的课程基本能够做到每日一个博物馆，每天一个新主

题！能够支撑这样一个主题源自于我的大量日常积累，所以给学生讲述的知识资

料图片来自于多年来相关博物馆考察实践和考古现场的资料搜集。通过精心挑选，

足以保障学生们每天可以接触到新知识，新内容。

根据学生的特质，我优先选择了与之密切相关的专题博物馆，主题藏品。

（1）在地域上，为学生们精心挑选了与长安文化，丝路文化相关的。

（2）根据材料的不同依照传统的金石土木为大类区分。

（3）通过材质为基点，简要梳理和了解其发展历程发展规律。

4.在校趣味“云博物”

有了资料的积累就有课程的呈现，在用雨课堂传授传统雕塑基本知识的同时，

上课过程中也积极想方设法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随时关注学生们的学习

状态，积极引导、鼓励课堂教学氛围，例如在青铜器环节让学生以猜谜游戏的趣

味方式和同学们进行“疯狂猜图”，将极为复杂的青铜兽面纹以最为简单的方式

告诉学生，增加学生们的认知水平，做到今后面对同样器物能够触类旁通。每天

的新主题新内容除了保障学生们每天都能学习雕塑知识，传统文化的同时还可以

给没有设计思路的同学提供很好的设计灵感，轻松完成课堂教学工作。



5.做好课上课下一对一辅导

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最大的区别在于无法直接观察学生们的学习情况，教学

质量会有一定的影响，这就要求作为教师应该做好课上课下的交流沟通工作，需

要用大量的课下时间给学生指导设计作业，鉴于学生们的主动性较为欠缺，加之

学生校内校外都有，情况复杂。作为教师的我每次会不厌其烦的给学生发信息发

语音，直到联系上为止。抓住有效时间给学生进行精心辅导。为了学生能够形成

良好学习氛围，在教学中率先将作业完成较好的直接发在群里，让其他同学作为

参考模板，补齐短板。对于动手能力差的学生不断进行心理疏导，使其更有耐心，

积极参与到学习当中。

在课下配合好辅导员的工作，加强与同学们的沟通与交流，交流作业的同时，

还随时提醒学生，在校期间注意与其他同学们之间的关系，并注意个人防护工作，

共克难关。







在第一阶段线上课程运行过程中，我院领导监控管理严格，教师认真负责，

教学秩序良好，教学过程运行正常，同时我院认真总结本阶段教学情况，为之后

线上教学的开展提供借鉴经验。

艺术设计学院

2022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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