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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电子学系开展本科毕业设计及实验室工作安排（2020年 1月 6日） 

2020 年 1 月 6 日，微电子学系在物理馆 220 会议室召开了新年第一次教研活动。寒假

马上到来，微电子在寒假期间有部分实验室有研究生需要进行相关实验和科研活动，针对这

部分实验室需要继续开放以及安排专人负责日常管理和安全上报工作；其他假期之中不会使

用到的实验室，在检查完成之后贴封条或者关闭事宜，不用的实验室停水停电，贴封条。有

需要使用的实验室安排专人负责，离开的时候关闭相关水电。 

重申学校目前鼓励年轻教师申报项目，新型和原创探索计划，推进人才和项目管理，加

强绩效，评审管理。扩大分类评审项目试点，注意在申报中要把四类特征表述清楚。选择正

确。3 月 15 日前全部申请完毕，注意填报。 

本科毕业设计工作所有同学已经进入具体进行阶段，目前看来整体可控，后续有实验需

要的毕业设计工作需要在开学后进行，各位导师假期可以引导同学做好相关资料和前期准备

工作。由于前期准备比较充分，调整了答辩时间预计五月底。 

 

 

 

二、微电子学系举行新冠疫情下的首次网上教学研讨活动（2020 年 2 月 17 日）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在不能正常到校开会的情况下，2 月 17 日微电子学系使用 Welink 在

线召开视频会议，进行了疫情下的学习和教研交流活动。针对目前情形下的教学科研活动，

全体教师集思广益提出了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1．在线课程有可能出现各种问题和突发状况，首先需在正式上课前调试好所用的软件，



目前在线教学软件多种多样，老师们对各种软件进行了试用，提出：PPT 中可以进行提前录

音，然后上传到在线课题，其次，必须要有后备的 app 或者软件，做好双保险。大家可以关

注 QQ 群、微信企业、钉钉、超、welink、直播等等软件，可事先进行试课。 

2．本科生毕业论文进度还没有更新进一步的要求，中期报告时间目前暂时还不能确定，

但是每位导师每周要开一次视频会议确认一次各个学生的进度，以确定在目前情况下学生的

进度如何进行调整。毕业论文的指导和操作采用多种方式进行，部分同学的毕设内容要进行

调整，要做实验的同学内容进行微调。 

3．在学校的按照安排调整自己的进度和时间，在目前情况下克服困难，帮助同学在毕业

设计和专业课程中顺利完成自己的课程和设计，针对特殊情况的同学。在必须返校的情况下，

要做好自己的个人防护和消毒，一定要做好疫情的防护。 

注意实践环节和教学环节，做好实验和测试不能进行的备用方案，在已有的实验数据情况

下，多做理论分析，难度和进度进行适当的调整，保证毕业设计和教学的顺利进行。毕业时

间暂时不进行调整。 

 

三、核工程与核技术系举行新学期开学动员会（2020年 2月 19日） 

为了有效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新学期教学工作的影响，核工程与核技术系全体教师

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通过 Welink 召开了一次网络视频会议，对新学期的授课、毕业论文等工

作做了如下部署： 

1. 本科教学工作 

根据学校要求，采取“停课不停学”模式，所有课程采用网络授课方式，保质、保量完成教

学进度。我系新学期共涉及 10 门专业课，授课方式见下表。各位任课老师需注意，开学后可

能同时在线授课人数较多，网络出现拥堵等情况，需做好备用方案。 



核工系线上课程开展情况 

 

2. 毕业论文工作 

➢ 为原计划外出做毕设的同学更改论文题目或调整论文内容，改在校内完成毕业论文； 

➢ 校内学生论文涉及实验的部分，调整论文安排； 

➢ 导师需随时在线指导学生论文，督促学生按时完成论文相关工作，保证论文进度； 

3. 教师工作安排 

（1）对目前仍在外地的教职工，按照所在地的要求做好防控，并在获准可以流动后，适

时有序返回成都； 

（2）在成都本地教师，可通过弹性工作制、错峰上下班等优化调整方式，尽量采用网络、

视频会议系统等远程方式投入工作，确保工作正常运行； 

（3）教师按学校教学安排，充分运用线上教学平台等远程灵活方式，帮助学生在家合理

安排学习和生活；科研人员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开展科研工作； 

（4）各位老师尽量减少外出；到人员密集场所，需注意好个人防护；调整身心健康，根

据疫情状况，随时准备投入工作，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四、基础物理教学中心积极准备线上开课（2020年 2月 21日） 

2020 年 2 月 21 日，基础物理教学中心举行线上基层教学组织活动。参加人员有陈钢、

杜际广、聂娅、王磊、刘彦允等老师。对线上教学平台、线上教学资料进行了研讨。主要活

动内容有： 

（1）因新冠病毒，本期开学线上进行，检查各班课程群建立； 

（2）介绍讨论采用网课方式：QQ 视频，QQ 录播上课视频，PPT 录屏超星挂课程，QQ

课堂，腾讯会议，钉钉，B 站录播上课视频；各种方式均有采用。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授课方式 

1 工程热力学 白立新 QQ 在线 

2 辐射剂量与防护 黄宁 QQ 在线 

3 反应堆物理 敬克兴 QQ 在线 

4 医学放射物理 李敏 QQ 在线 

5 原子物理及量子物理 李永青 
录制视频，QQ 在线讨

论 

6 大学物理（力学、理论力学） 李永青 
录制视频，QQ 在线讨

论 

7 核数据获取与处理课程设计-1 王忠海 QQ 在线 

8 辐射探测实验 白立新、覃雪 QQ 上传实验资料，学

社在线安全准入培训

及实验预习。 

9 核技术专题实验 梁勇飞、陈秀莲 

10 核反应堆热工实验 周源 



（3）教材的 PDF 版本，练习册分章重新编辑，以 PDF 方式放给老师级各班同学，其他

出版社资料给出下载链接。 

 

五、基础物理实验教学中心认真进行网课前的各种准备工作（2020年 2月 17日、

2月 20日） 

由于突发的疫情，学生无法返校进入实验室进行正常的实验教学，《大学物理实验》只能

以网课形式进行，这对所有老师都是一个新的挑战。物理实验中心在开学前举行了两次网上

的讨论活动，把网课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并制定了详细的应对措施。

中心对每个教师的电子教材、课件教案、电子实验报告等等，都逐一进行了检查，确定和规

范了网课教学的要求，确保网课的教学质量。 

 

六、微电子学系开展远程教学经验交流、毕设及转专业工作安排（2020 年 4 月

17 日） 

各位老师就目前已经进行了的课程和毕设，进行教学和远程的使用心得体会和经验交流。 

本科生线上课程进展非常顺利，各位老师和同学都已经适应了线上教学和学习模式，但

是部分同学开始出现消极情绪，以及无法很好规范和管理自己都情况，请各位班主任做好班

级的工作，号召同学们及时调整心态，制定有效的自我管理制度。 

经过导师审查合格的毕业论文查重可以陆续开始，五月一号以前完成查重。今年毕业设

计无法做实验的，可以转为理论分析和模拟仿真，但是要有知识的梳理过程。再次对于毕业



论文强调严格执行防止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针对有困难的同学，各位老师要进一步加强相

应工作。 

研究生招生工作已经开始展开，针对今年我校同学都上线情况，指导学生做好复试准备，

对需要调剂的同学要进行相应帮助工作。 

本科转专业工作，对于转入转出的都要有相应准备和注意点，有转出需求的同学相应老

师也要有帮扶。克服各种困难，争取顺利完成各项工作。 

 

 

七、核工程与核技术系举行本科生学生工作研讨（2020 年 4 月 24 日） 

随着对大一学生学习状态的了解，发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即将到来的转专业申请中，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预计有 20 名学生提出转专业申请，

而外专业转入的学生只有 1 人，形式非常严峻； 

2. 在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中，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不及格的同学在全学院中占比较高，存

在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现象； 

以上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有： 

1. 目前大一学生中，非第一志愿报考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的学生较往年偏多，通过一学

期的学习发现，该专业并不适合自己，故提出转专业； 

2. 学习成绩不好，乃至考试不及格的同学主要是进入高校后，学习方式和学习环境都有

了较大的改变，外在约束没有了，学习自主能力弱，自我要求低，部分学生沉迷于游戏和影

视，荒废了学业。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我系专门组织了一次关于本科生学习状态的研讨会，各位老师对

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意见和看法，决定采用以下措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1. 坚持班主任制度，每月定期和学生沟通，专业老师每学期过去和同学至少交流一次； 

2. 立核工系微信公众号，系网站随时推送专业相关新闻和知识 

3. 加强高年学生与低年级学生交流，推送高年级优秀学生的学习经验； 



4. 加强班集体建设，鼓励优秀学生承担班委工作，多开展班集体活动，形成帮扶带小组，

积极帮助学习困难的同学，共同进步； 

5. 教师积极参与学生社团及科研训练，积极向学生介绍专业发展最近动态，专业成果，

为学生中树立典型，提振学习士气。 

 

八、物理学系开展线上教学工作研讨总结 

受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响，理论物理中心的老师们积极响应学校关于“线上教学”的要求，

对各种教学手段和设备进行了尝试，并通过线上交流，积极进行了教学研讨，适应了新形势

下教学的要求。 

早在开学前，物理系理论中心的朱励霖、宁波和聂文星三位老师，建立了“QQ 直播 try”

的 QQ 群，对 QQ 直播涉及到的屏幕分享、板书及激光笔、发放腾讯文档或群接龙进行签到、

收发群作业等进行了讨论和模拟。提前对教学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了各种预案。此外三位

老师对 zoom 会议、腾讯会议、超星学习通、哔哩哔哩网站等均进行了测试，并及时交流经

验，结合课堂容量、学生情况和课程性质，各自都找到了合适的教学方式。 

朱老师的课堂学生超过 100 人，采用的是 QQ 群和腾讯会议相结合，采用直播的方式进

行“理论物理研讨课”的教学，通过腾讯表格进行签到。而宁老师担任的“理论力学”，以及聂老

师担任的“电动力学”，涉及非常多的公式推导和例题教学。通过群投票发现学生更喜欢录播

的方式，所以两位老师在录屏、输入设备、能带起输入设备的录屏软件上进行了更深入的尝

试。 

宁老师最后采用的是用 zoom 软件录屏，全面用 ipad 书写板书的录播形式，提前通过

QQ 群和哔哩哔哩网站进行发布，上课时间进行答疑的方式进行，在 B 站上已经得到了上万

次播放，且收获了许多的粉丝。聂老师则采用的是 zoom 软件录屏，用 PPT 结合 ipad 书写辅

助推导的方式，通过 QQ 群和超星学习通进行发布，上课时间进行答疑的方式进行。此外，

老师们还通过微信朋友圈，给更多的老师们分享了在线教学的经验。 

通过一学期在线教学的不懈探索和努力，老师们顺利完成了本学期的线上教学工作，做

到了教学内容不减、要求不降。 



 

 

  

 

九、基础物理实验教学中心网课期间全程实时监督、确保教学质量 

由于网课教学是一个全新的方式，中心全程实时关注学生的反馈信息，并督促任课教师

作出相应的调整，从而保证高质量的网课教学效果。我们通过对学生网上问卷调查的形式，



对两种网课方式作了比较。一种是视频直播（中心大多数老师采用），另一种方式是 PPT 截屏

结合逐条语音讲解，一个段落之后停下来讨论答疑。 

  

视频直播方式   PPT 截屏结合逐条语音讲解方式 

                       

第一种方式优点：同步实时、PPT 上可以叠加鼠标移动、记号笔划重点等。缺点：无法

回看。di 优点：学生随时能回看，想复习哪儿一下就找到。缺点：每个学生播放音频的时间

不完全同步。这两种方法哪种更好呢？ 

          

 

  关于网课教学方式比较学生反馈信息 

 

从上面的学生调查结果显示：这两种网课教学形式的效果都差不多，学生看来没啥大的

差别。关键是讲课的内容。每个教师选择各自己习惯的、有自信的方式去教学，才更能发挥

各自的教学特长，提高教学质量。 



2019-2020 学年春季学期物理学院基层教学组织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上半学期） 

序号 
基层教学

组织名称 
开展活动时间 

活动时长

（小时） 
活动地点 活动主题 

召集人/参加

人员 

1 
基础物理

实验中心 

2020-02-17 

（第 0 周星期

一） 

1.0  微信会议 

1) 通知大家做好以网课形式进

行实验教学的准备； 

2) 讨论网课教学的最佳学生分

组方案； 

3) 分析网课中可能出现的问

题。 

召集人： 何

原 

参加人员： 

中心全体人

员 21人 

2 
基础物理

实验中心 

2020-02-20 

（第 0 周星期

四） 

2.0  微信会议 

1）《大学物理实验》系列课程

以网课形式开课的要求和安排； 

2）检查每位老师的线上教学资

料是否齐备？学生名单、电子版

教材、课件、实验报告等等； 

3) 制定紧急预案，确保网课正

常进行。 

召集人： 何

原 

参加人员： 

中心全体人

员 21人 

3 
基础物理

实验中心 

2020-03-06  

（第 2 周星期

五） 

1.0  
四川大学 

WeLink 

1）总结《大学物理实验》网课

进行两周的情况： 肯定了出勤

率高、教师授课认真等优点。 

2）分析和论证了部分老师提出

的重新实验分组的利弊，统一了

大家的看法。 

召集人： 何

原 

参加人员： 

中心全体人

员 21人 

4 
基础物理

实验中心 

2020-03-20 

（第 4 周星期

五） 

1.0  
QQ 视频直

播 

1）总结《大学物理实验》网课

进行前 4 周的情况。 

2）比较了中心两种常用上课方

式的优点: QQ 视频直播、PPT

逐页发图+音频逐条播出。通过

学生的反馈意见和投票，得出这

两种方式的学生接受程度完全相

当，均推荐给教师采用。 

召集人： 何

原 

参加人员： 

中心全体人

员 21人 

5 
基础物理

实验中心 

2020-04-17 

（第 8 周星期

五） 

1.0  
QQ 视频直

播 

1）总结第一轮（1-8 周）《大

学物理实验》网课进行情况。强

调网课结束并不能退群，还有实

际补做实验的环节安排。 

2）1-8 周进行了一轮之后，每

个老师对网上讲课在教学时间、

提问内容、考核形式等方面都提

出自己的建议。 

召集人： 何

原 

参加人员： 

中心全体人

员 21人 

6 
微电子学

系  
2020.1.6 2.0  

望江校区物

理馆 220 

室  

寒假工作总结和工作安排 12人  

7 
微电子学

系  
2020.2.17 2.0  视频会议 疫情期间教学工作布置推进交流 13人  

8 
微电子学

系  
2020.3.6 2.0  视频会议 网络论文、教学经验交流会 12人  



9 
微电子学

系  
2020.4.3 3.0  视频会议 毕业论文指导及安排 12人  

10 
微电子学

系  
2020.4.17 2.0  视频会议 

远程教学经验交流、毕设及转专

业工作安排 
11人  

11 物理系 2020.3.20 2.0  线上讨论 
录播与直播在理论力学教学中的

混合使用 
10 人 

12 物理系 2020.4.17 2.0  线上讨论 特殊时期如何保持课堂讨论 21人 

13 
基础物理

教学中心 
2020.2.21 2 QQ 群 

1、网课平台使用交流； 

2、教学资料的准备，链接以及

统一发放。 

20人 

14 
核工程与

核技术系 
2020.2.19 2.0  

四川大学 

WeLink 

核工系举行开学动员会，对本科

教学工作、毕业论文工作、教师

工作安排进行部署。 

12人 

15 
核工程与

核技术系 
2020.4.24 1.0  

四川大学 

WeLink 

核工程与核技术系举行本科生学

生工作研讨，对大学学生学习状

态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

出了针对性的措施。 

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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