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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春，COVID-19（新冠病毒）改变、重塑了整个教育界。2020 春季不能到校

上课，整个春季学期教学、讨论、学习情况的汇报联系均依赖网上开展。全院所有教师

在教学中不断地尝试各种方案，寻求最佳效果，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特殊时

期，比较好地完成了本学期的各项工作。学院督导组根据学校的要求，采取了网上听课、

网上讨论教学和反馈教学情况的方式，完成了本期的督导工作。疫情激发了在线教育活

力，促进了在线教育迅速全面开展，但是也折射出了我们应对在线教育的窘态。我们认

真总结了本期的网课教学经验，以此次教学方式和教学环境的改变，对各阶段各方面教

学的影响，尤其是对实验教学的挑战，作了一些有益的思考。 

 

一、理论课程的网络教学及其状况分析  

督导组经过深入的课程跟踪了解，2020 春季课程在网上正常开展，基于网络解决问

题的能力，物理学院的理论课程和实验中心的实验课理论讲解均采用按课表在线教学执

行。各课程有直播教学和非直播教学。直播教学方式有视频会议直播（腾讯会议、Zoom、

全时云会议）、社交软件直播（QQ、微信、钉钉等）、直播平台直播（B 站直播）、课程

平台直播（腾讯课堂、云班课、课堂派、雨课堂等）等；非直播教学方式有网络在线课

程（MOOC、SPOC、腾讯课堂、云班课、课堂派、雨课堂等）、课程录播、学生自主学

习等。课程录播是指事先录好课程视频， 通过社交软件、课程平台发布。2020 春季，学

院全学期总共有 310 多门次课在网络实现，并已完成基本教学任务。 

 

杨斌老师采用 PPT 录屏直播进行线上教学 



 

邹旭敏老师采用 QQ 电话及共享屏幕的方式进行教学 

 
邹旭敏老师采用投票的方式检查同学学习进度及到课情况 

 

学院督导组听课情况：督导组分工、分任务对 15%的课程 30%的网络课堂进行了

听课和学期课程跟踪。有完整记录的听课 77 次。理论讲解占时 90%，学生问题直接反

映在群上。按要求，上网络课程的理论课的教学材料均准备：教材，教案，要求，安排，

PPT 讲稿。提问答疑均在群里完成。少数老师在超星学习通里完成课程录播、答疑、作

业布置和提交。有老师录播也在 PPT 和钉钉中完成。 

在听课的基础上，督导组通过群的方式对听课情况，网上上课方式和学生反馈情况

进行了网上讨论，并把建议及时反馈给老师，对老师的网上教学有很好的辅助效果。网

上实现理论课的教学，优点在于学习资料提供及时，学生熟悉网上沟通、答问及讨论。

记录笔记和总结分析，检查完成作业的情况。 



出现问题：①硬件条件。网络带宽不够，图像和声音断续卡顿。个别教师设备网络

条件不齐，勉强手机上课。也有学生的网络环境差，上课图像声音卡顿或掉线。②通过

接龙签到，随机回答问题签到等方式，有效限制了学生手机挂在课堂上、人不在课堂上

的行为。但是学生走神、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比较突出。 

 

二、教学研究 

物理系朱励霖老师及其教学团队针对《力学》、《热力学统计物理》课程开展了教学

研究，方式是立足课堂，从问题出发精准分析学生反馈指导教研的针对性。该研究有利

于教学目标的达成，促进教与学的真正互动和了解，有利于对教学过程进行有针对性的

计划安排。教学研究方式可操作性强、值得推广。 

 

三、实验课程的网络授课及其状况分析 

实验中心的教学，大部分是在 QQ 群里，均上传了教案、大纲、电子教材、空白实

验报告等。进行理论部分讲解、分析之前，有预习报告，课后有思考题。为尽量减少网

络课将使学生丧失对科学实验的兴趣与好奇心，同时介绍仿真软件、模拟软件和慕课，

让学生进行实验感知学习，并安排在本期 17 周末返校学生和下学期返校学生到实验室

补做实验。 

问题：本期实验没成绩，尤其是近代物理实验没有进行网上授课也没设实验理论部

分学习计划，学生对课程不了解，学生反映担心影响下期保研等事项。 

 

四、网络课程的考试情况分析 

对网络课程考试的形式和监考方式，学院各个课程老师结合课程特点，做了很多有

益的探索尝试。系、中心为考试考核的方式，多次进行了网络视频会议，讨论考试考核

方式、规则和操作程序，尤其是量大面广的基础课，统一规程，从学生考试承诺、纪律、

时间点等等严格要求。例如大学物理，开会研讨确定考试方式，开始建设题库，为保障

考试顺利进行，在考前进行了全部的模拟考试。在成绩构成中采取提升平时考查、讨论、

作业，课程论文等方式，以有利于调动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增强课程学习的满意度。在

考试方式上，为保证考试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各小班课程采用了计算机和手机双系统监

控和接收试卷，在规定时间内拍照提交，并提高平时讨论和课程论文的考察比重。在量

大面广的大学物理各层次考试中，为维护公平性和一致性，采用超星学习通系统，进行

客观题考试，圆满完成了理论课程的期末考试。各科的期末成绩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待解决问题：学院建立公共的网络教室；给教师创造上网课的基本条件；本期有各

种原因致使老师在考试期间借有网的办公室和设备考试的情况下。设计、改进网络课程

的考试方案以及考试系统，尽量减少学生的作弊，达到教学考察的要求。总结经验，整

理综合性的上网课和网上系统考试的规则，再结合各课程的特点执行适应性强的规范要

求，以保证线上课程、线上考试，以及与线下工作的结合顺利有效的进行。 

 

五、网络教学的实施备忘 

1.教学方式及教学环境采用意见，是否要求开摄像头上课； 

2.学生的签到与参与课堂教学情况分析和改进措施； 

3.增加学生学习反馈； 

4.教学效果不理想，部分学生认为网课没有真实感，缺乏督促制约，影响授课效果； 

5.师生软件操作不熟练、网络延迟、学生偷工减料式听课等问题； 

6.学生课后学习督促需加强； 

7.贫困家庭学生缺少笔记本、手机等学习终端，偏远区域不能接入互联网等，制约

了在线课堂教学工作； 

8.线上线下同时授课受到系统稳定性制约； 

9.线上资源的准备、制作，投入问题。 

 

六、毕业论文质量 

督导组分别对学院 30 名毕业生的本科毕业论文进行抽查，随机并仔细查看了不同

专业的 30 份论文，并给出了中肯的评价。从抽查的论文中看出，论文选题普遍符合专

业培养目标，研究方案设计合理，达到了综合训练的要求，只是题目的难度普遍略微偏

高了。学生能完成任务书规定的各项工作情况。论文撰写水平及图纸、图表、插图质量

符合毕业论文的要求。一些课题很有价值，例如基于脑磁图的癫痫患者有效脑网络研究，

“载流子存储型半超结 IGBT的优化设计”“碎片床形态及冷却分析工具的验证”虽然还不

够深入，很值得继续分析研究。 

总结起来，本学期疫情影响，物理学院的本科生在导师们的细心指导下，克服困难，

出色完成了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抽查结果显示，论文质量从选题、调研、文章结构、实

验总结、计算分析等各方面，体现出学生本科学习的理论基础、思维逻辑能力、调研综

合能力、写作能力都与培养目标接近，成果显著，论文的优秀率高。整个论文完成情况，

也体现出物理学院学风更踏实，注重人才的培养质量。 



七、总结及建议 

2020 年春季各个专业、年级基本都圆满完成了理论课部分的网课。教师和学生均经

历了从熟悉设备、上课方式、作业和讨论方式、点名签到方式，以及资料搜索、教材预

习等等，摸索了一套在网络完成理论课的路径。实验课的完成还有待于秋季学期到校完

成，无论是通过慕课，还是看实验录像，但仍得不到在实验室亲身做实验的体会和经验，

网上尚未找到有效的实验课教学方法。理论课的考试在网上进行，得到了可比较的成绩，

但有效的方式方法需进一步探索。 

对各个课程的完成情况进行评测检验，需在通过调研和细致分析过程后建立精准教

学评测体系。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学生在精准教学模式下学习的课前、课中及课后等全

过程做出的检验，以问题为导向检验学生是否达到教学要求、是否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

惯、是否具备一定的创新思维能力、是否建立良好习惯和学习精神等成果导向的教学过

程强化创新活动设计，重点培养学生四大思维，即设计思维、创新思维、宏观思维、系

统思维；重点培养学生八大能力，即学习能力、表达能力、资源创作能力、文献检索能

力、数字化学习能力、规划与设计能力、创新能力、科学研究能力。 

 

 

物理学院督导组 

2020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