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管理系 2020 年春季学期第四周线上教学典型案例

-----孙萃《心理学》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面对疫情给学校正常教学秩序

带来的严峻挑战，按照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及

学院 5 号文件的总体部署，在旅游管理系统筹安排下，本人如期开展

了线上人文类课程《心理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及专业课《中

文速录提速 1》的教学。开课四周以来，整体运行平稳。下面就《心

理学》课程开展情况与大家分享一些线上教学的经验与反思。《心理

学》课时 32 学时，授课对象为 18 旅教+18 旅教文+19 旅教专升本，

共 66人。

一、多个线上平台的配合

本人采用“腾讯会议直播讲课+学习通学习+微信群沟通”的方式

组织教学，从授课形式、管理制度、课后沟通等方面实现与学生的全

面对接，最大程度减少居家学习的弊端，取得良好的授课效果。上课、

总结、知识点讲解使用腾讯会议屏幕共享的功能，这个平台的网络、

服务器稳定，可以保证课程的顺利开展。每次直播时间为 75 分钟左

右。运用课件进行 PPT 讲解。据学生反馈，这种授课方式就像是真正

在教室听课，课件清晰，语音流畅不卡顿，PPT 直播讲解，保证学生

掌握相应知识点，再配合 EV 录屏，学生课上没有掌握的知识，课下

看回放进行巩固学习，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超星学习通平台有良

好的互动交流的学习氛围，如在线答疑、讨论交流、小组任务、互评

作业等，让协同学习与自主学习相得益彰。在学习通平台上，本人建



课时引用了心理学示范课，结合我院学生学情，又精心划分了课程的

单元、章节，进行任务点、测试题的设置，上课中发起抢答、选人、

投票、讨论等环节，随时连麦互动，及时把握学生的学习动态。微信

群进行消息通知，互动答疑、作业检查反馈，发挥了较好的沟通功能

和教学辅助功能。

二、课程精细化的设计

在课程设计上，本人力求将直播课精细化，包括内容的精细化、

上课时间的精细化及完成任务的精细化。

内容的精细化。对授课内容进行精简，提质去量，将精华、核心

内容进行细致的讲解。

时间的精细化。将线上课直播时间进行有序安排，把复杂的教学

内容一步一步呈现，一个知识点的直播讲解不超过 10 分钟，与此同

时，将提问环节设计穿插到讲课过程中，利用选人功能指定某一学生

连麦回答问题，其他人在聊天窗口输入文字回答，从而进行有效的师

生互动，一次直播课，大约进行 4-5次的互动，既不让学生感觉枯燥，

又能保证学生充足的线上学习时间。

任务的精细化。课前用微信群告知教学安排，学生提前在学习通

平台上预习老师定时发布的教学资料，带着问题参与直播。课中设置

抢答、测试、讨论的环节，提高学生线上学习的参与感。课后发布本

次课的作业，题型有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连线题、简答题，每

次题目不超过 15道，让学生在 20 分钟内答完。

精细化的课程设计，作业、测试、抢答等任务由易到难、有梯度



的设置，有利于提高学生线上课学习的成就感。

三、学生课堂笔记打分

为了检验学生线上学习的认真程度和效果，本人要求每位学

生上完线上课后，在一周内完成线上课笔记分享。在学习通平台

设置分组任务，一共 8 个组，每个组最多 9 人，学生可以自由组

合，采取综合评价，权重为教师评价 40%、组内互评 30%、组间

互评 20%、自评 10%。分组任务为期一周，从前三周的情况来看，

学生们都能在 2 天内上传笔记并进行自评和互评，笔记也从之前

的“课件截图+百度搜索”变为“纯手工”。

四、教学反思

第一，教师要做到有备而来。在上课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注重学生数据的整理，每次课先点评学习通学习情况，表扬“跑的快”

的学生，激励“跑的慢”的学生。

第二，关注学生所需。线上教学每位学生都分布在自治区的不同

地方，如何更好的使学生履行好上课、听课、测试、作业等任务，需

要教师提前给学生打好预防针，明确奖惩制度，从而激发学习动机，

激励学习信心。

第三，发挥平台优势，锻炼学生收集信息与整合输出的能力。教

师一定要充分认识线上平台，挖掘平台中的各种资源，将知识细化、

延申，将名家大师引进课堂，将学生的学习置身于信息多元、智能问



答的环境中，线上教学要分享更多的教学资源，丰富和拓展学生的视

野，从而使线上教学的优势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