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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开学期间，学校坚持“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扎实开

展在线教学工作。从 2 月 17 日至今，学校在线教学已进行 7 周，教

师通过不同平台、使用不同教学方式开展在线教学，学校在线课程建

设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据教学反馈，教师使用的在线教学平台主要集

中在超星、雨课堂、智慧树和腾讯课堂等。近日，教学质量监控与评

估中心依据超星网络教学平台的后台管理功能，对在超星平台上开展

教学的线上课程运行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如下： 

一、在线教学课程建设情况 

在线教学期间，在超星平台上最早的建课时间是 2 月 1 日，目前

总计建设课程 612 门，建设的课程类型分为自建课程和克隆课程，自

建课程数量远高于克隆课程数。应用于在线教学的课程 336 门（包含

前期使用超星进行教学，后更换其他平台的课程）。图 1、图 2、图

3 分别表示了建课时间、建课类型和各学院使用超星平台建课总体情

况。 



 

1 ᶕ ⅎ  

 

2ᶕ  



 

 

3 ᵣᶕ ‟ 

 

二、课程访问情况 

2 月 17 日-4 月 3 日期间，超星平台总访问量达 481468 人次，平

均每天访问量为 10244 人次。平台访问统计是对平台总体使用情况的

统计，无论什么身份，只要登录系统便算作一次统计，统计结果走势

图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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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图 5



表 1： 课程访问情况统计表 

 

 



 

图 5课程访问量统计 

三、教学互动 

数据结果显示，任课教师通常采用签到、发布讨论等方式进行课

堂互动，如图 6 所示。共计 116 门课程发布讨论，表 2 展示了发布讨

论最多的课程情况，图 7 为课程每日讨论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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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业提交和章节测试 

分析结果显示，每天都会有作业提交。如图 8 所示，大多教师希

望通过学生提交的作业检查课程知识掌握情况，因此学生作业任务较

多。图 9 所示，章节测试基本集中在每周或者每月进行。总体作业完



成率只有 56%，有 23 门课程布置了作业，但是没有批改，部分课程

作业学生参与度也不高，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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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议 

无论是在线教学还是线下授课，都应该秉持“以学生为中心，以

教学效果为导向”的教学理念。疫情防控期间，任课教师借助教学平



台和教学工具进行教学的同时，要做好教学设计、勇于创新，关注学

生心理状态，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1．提高学生习得率。习得率是指学生在听课结束后，对本堂课

讲授内容真正掌握的比例。授课教师适当调整授课计划，可适当调整

完整性，提高习得率。 

2．关注学生心理状态，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的技巧和习惯，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课程中。 

3．提高作业批改效率。作业作为掌握学生学习情况的有力方法，

建议任课教师及时批改作业，根据作业完成质量，合理计划教学。 

4．提高学生作业完成率。督促学生按时提交作业，可设置作业

提交截止时间，提醒学生按时完成任务。 

5．课程设计中，建议合理安排课堂时间，规划设置教学资源。

教师多磨课，学生多受益。达到学生在线教学每堂课的实际学习时间

和课堂教学基本一致，让学生在线教学期间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对学习

的知识进行思考和总结，实现合理“增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