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工程技术系 2020 年春季学期第二周在线教学案例 

——刘春晓《乳制品加工技术》线上教学点滴 

从 3月 2日开课到今天，在线教学已进行到第二周。食品工程技

术系全体教师秉持着认真负责的教学精神，学生怀着对“线上教学”

的热情向往，全系教学工作平稳、扎实推进。“宝剑锋从磨砺出，梅

花香自苦寒来”，教学秩序的有条不紊源自于教师们对课程内容的精

心打磨，课程环节的巧妙构思。刘春晓教师分享心得如下： 

 

按照《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延期开学在线教学实施方案》

等相关文件要求，实施在线教学，确保新学期教学工作有序运行，做

到“停课不停学、教学不延期”。作为一名青年教师，这既是对教学

能力的挑战又是提高教学技能的机遇，积极参与网络课程建设，精心

准备课程内容，力争做到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 

一、 课前准备 

（1）专研课程。《乳制品加工技术》是一门专业技术课，对于

我来说是初次讲授，渴望“一鸣惊人”，但讲授经验的不足和对学

生学习状况的不了解又使我不由“殚精竭虑”，感到有些许压力。

同时我也明白在关键时刻必须要迎难而上，积极应对。我主动向系

主任曹志军教师请教，他是对本门课程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

这有助于我及时掌握教学内容的整体安排，教案的合理撰写，教学

大纲的具体内容等相关的教学要求。我在建立备课计划后，首先抓



紧时间专研手中纸质版教材《乳品加工技术》，为了更全面地梳理

知识点，在“超星”平台阅读相关电子版教材《乳与乳制品工艺学》、

《乳品工艺学》等，其次在中国大学 mooc、智慧职教、学银在线

等平台寻找相关课程，听取不同院校的教师对本门课程的讲解，最

后整合知识点，制作精美课件。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利用 1个月时间，夙兴夜寐，精心完成前七章课件的制作，教案的

书写，内容中插入图片、动画、视频等相关资源以丰富课程内容，

并完成课程视频录制。 

部分课件 

 

学习其他院校教师讲授《乳品加工》课程 

 

（2）学习使用“超星学习通”平台。在学院教务处的支持下，

在我系长期潜心研究课程建设的王寿东教师指导下，向建课平台技术

人员学习建课方法以攻克网络建课技术难题，上传学习资源，导入学

生名单。每节课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部分。“课前”包

括学习目标、相关视频、相关知识点回顾、调查问卷、阅读电子教材



的规定页码等任务点，“课中”包括内容精讲（含课件）、授课视频、

笔记参考等任务点。“课后”包括章节测试、相关视频、阅读电子教

材的规定页码、阅读与本节内容相关的国家标准文件等任务点。 

“学习通”教学安排 

 

 

 

（3）建立直播课堂。为更好地指导学生学习，采取“自主学习+

直播授课”的教学方法，自主学习通过“学习通”进行，直播授课通

过“腾讯课堂”实现。 



直播课堂 

  

 

（4）联系学生。建立上课微信群，调查学生是否具备接受网络

授课的条件，经确定，学生基本可以通过手机参与直播授课。在正式

开课前进行直播演练，确保课堂有序进行。 

 

二、课中教学 

从开学到现在，教学已顺利进行两周，整体流程按照在线教学流

程设计单进行。 



 

上课前，至少提前半天在微信群中通知学生上课事宜，并要求学

生在进入直播前完成在微信群中的签到，目的是可以通过手机铃声或

震动让同学们相互提醒以便按时上课。 

微信群 

   

 

直播期间通过提问、抢答、举手连麦等环节与学生进行互动，学

生的热情度较高，主动性较强。 

 

 

 



直播授课 

  

 

三、课后教学 

布置课后作业，及时进行批阅，督促学生完善笔记、按时提交作

业，培养学生形成“今日事今日毕”的做事风格，学生若对课程有疑

问可随时通过微信平台交流。 

作业与笔记 

  

 

 



四、教学反思 

从这二周的教学情况看，学生在开课当日的自主学习次数较多，

能按时完成任务点，提交的作业准确率逐步提高，基本实现了教学目

标。 

学情统计 

 

 

 

 

 

 

 

 

 

 

 



（一）存在问题： 

1、较难掌握学生学情的第一手资料。如是否能跟上进度，是否

确实理解所学内容，是否在认真听讲，是否在独立完成作业等。 

2、缺乏明确的课程评价 

目前多是通过简单的询问或调查以了解学生对课程的评价，缺乏

更加真实的、可操作性强的、系统化的评价体系。 

3、课程中应适当融入思政教育 

在防控疫情的特殊时期，对学生进行专业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也

应该融入思想教育，比如倡导大学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关爱他人，

奉献社会等。 

（二）努力方向 

1、逐步提高讲课水平，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增强课堂趣

味性。 

2、提升对优秀教学资源或素材（图片、视频、动画）的收集能

力，寻找更多的网站，平台等。 

3、将知识点进一步细化，制作精美微课，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减轻学习负担，做到事半功倍。 

4、与同行教师之间多切磋、交流，取长补短才能百花齐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