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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文件精神，根据根

据《陕西服装工程学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教学工作实施方案》、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关于春季学期疫情防控期间网络教学安排》、《陕

西服装工程学院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第一阶段教学工作安排意见》等文

件，2 月 24 日-3 月 23 日我院以线上教学的模式开展 2019-2020 学年

春季学期第一阶段教学工作。经全校师生共同努力，我校第一阶段在

线教学工作顺利完成，教学秩序平稳，教学质量得到保障，学习效果

良好。现将第一阶段在线教学质量情况总结如下：

一、线上教学运行基本情况

根据学校部署安排，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按照“单课独进”原则，

有计划分阶段实施组织教学工作。疫情防控期间第一阶段计划在线开

课 86门，438 门次，实开 438 门次，按时开课率 100%。应到岗授课

教师 105 人，实际在线授课教师 105 人，按时到岗率 100%。上课学

生应到 15752 人次，实际上课学生 15751 人次，学生签到率 99.9%。

教师们运用“陕服云课堂平台”、“智慧树”、“超星尔雅”、“智慧

职教”、“微信群”、“QQ 群”、“WeLink 视频”等多种教学平台和教学

手段实现线上教学和在线辅导。总体上看，教师在线教学方式选择呈

现多样化的特点，采用“授课视频+课件+线上讨论答疑+在线作业”

模式较为普遍，在线教学设计更加科学。大多数师生已经适应了新的

教学、学习方式，第一阶段在线教学工作运行平稳有序，基本达到了

预期教学效果。



二、线上教学平台使用情况

（一）“陕服云学堂”使用情况

2020 年 2 月 24 日至 2020 年 3 月 23 日期间，“陕服云学堂”学

习管理平台在线学习总时长为 58352 小时 50 分 38 秒，参与建课

老师 156 人，开课班级数 339 个，自建课程 217 门，学习笔记 1230

条，课程话题 11083 个。根据周统计量的时间分步数据显示，学生在

各个平台的学习时间较为分散、平均，每日学习人数浮动不大，符合

学生自主学习的特点。

第一阶段“陕服云学堂”每日访问量数据统计



2020 年 2 月 26 日各时段访问量数据统计

（二）第三方平台使用情况

学校第一阶段主要选用“智慧树”、“超星尔雅”、“智慧职教”等

优质第三方线上教学平台选课。详细数据如下表：

序号 教学平台名称 在线教学情况

1 智慧树

开课门次 418

开课教师数 96

在线学习学生数 14996

2 超星尔雅

开课门次 4

开课教师数 2

在线学习学生数 113

3 智慧职教

开课门次 16

开课教师数 8

在线学习学生数 643

第三方教学平台在线教学开展情况统计表



（三）直播教学

教师通过“Welink 视频”在线直播，老师将讲义同屏分享给学

生，有重点的进行知识点的讲解，并积极展开互动，回答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通过“QQ 群”、“微信群”等方式与学生互

动、辅导。

三、线上教学质量监控

（一）组建网络教学运行保障团队

教务处、信息中心等共同组建网络教学运行保障团队，做好教学

运行前期准备与在线教学培训工作。智慧树、超星尔雅、智慧职教等

各平台公司的技术人员均能及时解答教师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确保

网络教学工作高效、顺利、保质、保量的开展。

（二）管理队伍全天全员“都在线”

实行四级运行管理机制。教务处、各学院 （部）成立在线教学

工作检查群，及时检查在线教学工作。坚持学院领导、督导线上随机

听课，实时掌握第一手线上教与学动态，加强线上教学督导力度与教

学指导效度。发挥各班级学生信息员主动性，组织所有班级进行线上

教学反馈，及时梳理学生学习诉求，跟进了解教学效果。教务处实施

全员全日值班和网格化管理责任分工制度，在线教学全天“都在线”，

强力保障停课不停学期间在线教学的顺利进行。



（三）实施教育教学工作“汇报制”

线上教学工作开展以来，教务处牵头汇总在线教学运行数据，统

计开课门次数、平台使用情况、授课方式情况等，落实“线上教学一

天一汇报、一周一总结”，做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师生关心的主要

问题，为进一步开展教学工作提供宝贵经验。

四、存在问题

通过第一阶段在线教学反馈情况来看，整体运行平稳，但也存在

以下问题：

个别学生线上学习流于形式，学习自制力差，无法长时间专注学

习。

部分教师反映难以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在线教学任务重、受网

速等原因造成授课质量下降。

（3）部分学生反映部分校外视频课程内容简短空洞，个别教师

上课不够活跃。

（4）师生均反馈因软件工具、网络条件、授课习惯等影响，课

程互动不够充分。

五、改进措施

（1）进一步对“陕服云学堂”服务器进行扩容及系统优化。

（2）任课教师进一步优化课程设计。适当增加测试、练习安排，



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掌握学生学习状态。

（3）进一步选择优质的第三方教学平台课程。

（4）加强师生互动。任课教师增加课堂点名、提问、小组讨论、

成果交流等互动环节，活跃学习气氛。

（5）各教学单位进一步优化错峰错时教学安排，一周七天排课，

错时开课缓解师生教与学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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