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技术与信息管理系 2020 年春季学期

第四周线上教学典型案例

——王俊《Oracle 数据库管理》

为保障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期间教学计划的正常开展，

根据学校 2019-2020 学年春季学期课程线上教学实施方案对新

学期在线授课的要求，结合《Oracle 数据库管理》课程的特点，

王俊作为本门课程的负责人，充分利用学院合作的超星学习通智

慧教学平台，采用“微课+直播+学习通+微信”的翻转课堂的混

合教学模式完成对课程在线教学的精心设计与实施，课程计划开

学前采用翻转课堂线上教学模式，开学后采用理实一体化线上线

下混合教学模式。经过三周的具体实践，该门课程形成了比较成

熟的线上课程教学组织形式、策略和模式。现总结分享如下：

一、建课准备

1.熟悉超星平台

教学平台是实施教学与组织教学的重要手段，对提高教学质

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课程的需要，本课程利用超星平台

资源丰富和数据同步的功能特点丰富了教学内容。

（1）资源丰富，特别是面对我们老师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

建课，大家引用图书，期刊，论文，报纸，专题，视频等资源包

括提供网址。在本课程中引用了图书资源并作为任务点，并要求

学生完成指定页数的阅读学习。如下图所示：



针对”Oracle 软件安装”这节内容，要求学生完成该图书

中的 1-17 页阅读，每页至少阅读 500 秒。同时，也为学生提供

解决问题的网址。

（2）数据同步，学习通与 pc 端网络教学平台学习数据同步，

包括建课数据，学习数据，课堂互动数据等等； 同时直播系统

clive 的直播课视频回放直接同步到了 pc 端网络教学平台。将

直播课视频直接存放于章节内容中，也可以作为任务点让学生学

习。如下图所示：

超星后台上传直播课视频

2.资源准备与设计



依据课程框架结构，梳理教学内容的知识与技能点并积极准

备设计相应资源计，本课程的资源主要有自建资源和引用资源两

种。

（1）自建资源

自建资源主要包括微课视频、直播课视频、直播课件、微课

课件、自编电子教材、习题与作业等。微课视频采用录课软件喀

秋莎 CS9.0 完成课程知识与技能点的录制，截止目前已完成 31

个微课视频。直播课视频采用超星 Clive 直播系统完成直接，利

用喀秋莎 CS9.0 完成视频剪辑。截止目前直播视频资源已完成 8

个。

（2）引用资源和资料

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更为了充实丰富教学内容，借助超星

平台丰富资源的特点引用图书、视频、音频、文档及其他连接的

网络资源。需要注意的是引用资源紧密结合本教学内容具体的知

识点和技能点，做到精细化、明确化。附有说明性文档。截止目

前图书资源 1 个，视频资源 10 个，网址连接资源 5个。

3.考核评价设计

本课程考核评价采用线上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注重多

维度考核。该评价方式能较好地监控学生"线上"和"线下"学习的

全过程，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控制与评价。具体评价方式如下

表所示：



考核阶段 教学活动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占成绩比例

过程考核

课前（40%） 资源学习与测试

视频学习 25%

章节测试 10%

章节内容讨论、资源学习 5%

课中（35%） 在线互动
签到、访问次数 10%

课堂互动 25%

课后（5%） 作业 作业任务 5%

阶段性与

终结性考核
阶段性考试、期末考试 20% 所有知识点技能点 20%

根据以上考核方，对本课程在超星平台设置了相应的权重。

见下图所示：

在权重设置时，注意作业、章节测试、考试及课堂互动中的

测验和分组任务的不同及成绩占比设计。作业是单独定时发放给

每位同学，可以进行生生互评占比 5%；章节测试作为任务点在

具体学习内容中设计，本课程是放在视频或课件等资料下方，便

于考察学生的对相应知识和技能的的掌握占比 10%；考试对某些



单元或某些知识与技能点内容的测试，本课程将阶段性考试和期

末考试设计在一起占比 20%；测验和分组任务是课堂互动中的一

部分。对于每次测验和分组最高分值分别是 5 分和 10 分，本课

程的课堂互动累计 300 分为满分，建议随着你课堂活动的增加，

累计分值可以动态更新。根据权重设置，本课程学生的各项得分

如下图所示：

4.课程目录框架设计

按照教学大纲，根据教学目标与内容，利用超星平台的目录

功能将课程教学内容的目录框架进行建立。目录设计以单元、模

块、项目等方式设计，本课程前后教学内容具有逻辑递进式的特

点，相互之间有紧密联系，环环相扣。故本课程采用章节(单元)

递增式设计。每个单元的章节内容又具体划分为导学单、视频学

习与测试、课后作业、相关资源及讨论等方面的学习。具体设计

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需要注意的是导学单的设计，导学单引导学生如何开

展本章、本节或本周的学习，还可以具体到对于每部分的学习提

出导学要求。本课程按本节导学单设计。以下是我系一位老师的

周导学单的要求。

5.试播和课程说课

本课程有直播环节，故需要安排一次试播课，试播主要包括

测试声音与设备、直播系统 clive 各功能介绍、直播课要求（网

课公约）、老师介绍、课前预习要求等。



采用直播的形式向学生说课，让学生熟悉本门课程的教学进

度、教学内容、教学组织的形式与方法、考核评价方式及考核要

点等。特别强调如何完成视频、章节测试、作业等任务点的学习。

同时强调学习通的使用方法。

6.

6.学生基本情况调查

为了更好的组织与安排线上教学，也考虑本课程涉及到实践

操作的情况。故对学生做了一次开课前的基本情况调查，调查内

容主要包括家中是否有电脑，是否上过网课等。经过调查学生

78%都有电脑，47%上过网课，满足了本课程线上教学条件的基本



需要。

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组织实施

1.课前准备

教师完成视频、PPT 课件、教材及相关网络连接的资源上传，

并设计章节测试及课中交互的任务。向学生明确学习要求。如下

图为视频、章节测试、引用教材资源的任务点及其他学生的成绩

统计。



视频任务点

章节测试任务点

2.课中互动交流

课中主要采用直播和学习通课堂互动。组织课堂签到，确保

学生准时到课，本课程采用课前、课间和课后三次签到。直播课

上首先对小组或个人完成的作业（任务）进行讲评，展示优秀作

业，表扬鼓励优秀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如学习表空间创建

与维护这节内容时，学生结合当前疫情设计疫情数据库，并为数

据库设计了不同的疫情表空间。如下图所示:



也可以对章节测试中存在的问题或学生在群聊区提出的问

题或讨论区中集中的问题进行总体解答，给学生解惑。然后再设

计一些题发送给学生，根据学生作答情况，给予讲解分析。适时

根据教学内容，结合职业操守和职业岗位融入一些育人元素，树

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在案例中融入当前时事和传

统文化的内容。如讲到本课程的表空间创建与维护时，我应用杜

甫创建两个诗词表空间，一个是安史之乱之前的诗词，一个是安

史之乱之后的诗词。学生听起来非常感兴趣，也由此引出经历了

疫情的中国更加强大，学生们的具有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3.课后巩固复习

直播课结束后，组织学生签退；设计教学反馈调查问卷、投

票、课后作业、小组任务、讨论话题等教学活动；发布下一节学



习任务，并提出学习要求。教师根据调查问卷、作业和任务完成

情况，动态设计下次直播课内容。

三、辅助教学活动

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学生专业兴趣

和专研精神。充分用好主题讨论区和群聊，并做好及时反馈，有

位教育家说过，最有效的教学是做到及时反馈。问题与反馈双向

的，通过回答学生的问题即解决了学生的问题，也提升了自身专

业理论水平与技能。适时安排优秀学习笔记、作业、回贴等展播。

为活跃课堂气氛，对于签到采用形式多样，拍照签到，拍学

习场景、拍笔记、拍学习心得等与学习相关的内容。



四、总结体会

经过近四周的线上课程教学实践，让我在线课程建设有了更

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线上课程教学要比传统课程教学需要投入

的精力更大更多。一是从观念上要转变，必须积极接受线上授课

的模式和方法；二是要学习和掌握新的信息技术和教学平台；三

是认真全面梳理课程知识技能点并为其精心设计教学资源与案

例及其教学活动；四是深入挖掘课程知识与技能的价值追求与内

涵；五是做到及时评价与反馈。

这次疫情即促进了我院在线课程的积极开展，也激发了一大

批老师学习在线课程建设的热情，进一步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的深度融合，助力推动了我院教育信息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