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技术与信息管理系 2020 年春季学期第二周教学案例 

——张津《操作系统》线上教学点滴 

自我院启动线上教学以来，我系教师在校院各级领导的指导和关

怀下，利用各种网络平台，保证“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形成

一批“互联网+”的线上课程，尽量保证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同质量。

其中涌现出了一批线上教学工作典型，他们积极改变以往的教学手段，

采用多种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提高了线上教学效果。 

张津教师线上教学科目为《操作系统》，他采用 “钉钉课堂+云

班课+微信群”多模式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课堂教学使用钉钉做直播，

云班课进行资料和作业发布、签到、成绩统计等。由于之前从未接触

过直播，在直播前几个教师先在钉钉建了一个交流学习群，试着在交

流群里直播，测试声音是否清晰、图像是否流畅，对比了屏幕分享模

式和专业模式哪个更满足课程教学需求，最终选择专业模式的多窗口

分享功能进行直播。经过这两周实际教学，现在感觉得心应手了许多，

也针对线上教学存在的不足做了些改进。 

1.改进互动交流。上课时学生可以发弹幕和老师交流，但是直播

的延迟大概有 6-8 秒，学生看到直播画面再打字发送弹幕回来互动，

要经过 10 多秒或更长时间，互动起来会打断教学进程，所以我上课

过程中习惯让学生做选择或判断，通过发 1 2等数字快速回复。 

2.加强过程考核。线上教学，满足了目前疫情下学生的学习需要，

但也缺少了老师的监管，所以除课前签到外，上课过程中还要对课前

预习内容提问，下课时学生提交本节课的笔记，请假的同学要尽快观

看直播回放补上缺勤的内容。 

3.注重答疑解惑。本门课程理论性很强，不易于理解，课堂教学

中发现学生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立刻解答，但线上教学看不到学

生反应，部分学生也不主动提问，所以要放慢进度，针对弹幕列举的



问题让学生投票选出最具代表性的，统一解答，鼓励学生提出问题，

形成讲完知识点后答疑的传统。 

通过两周线上授课学生的反映可以看出学生的学习完全可以达

到教学大纲的要求，但是也要求教师通过加强线上设问、作业、答疑

等环节，有效地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希望通过各种手段地

改变推动课程教学在线上的应用。 

 

课前签到： 

 

 

签到统计： 

 



直播统计： 

 

 

作业： 

     

 

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