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民族大学第六周线上教学质量报告 

 

4 月 17 日，我校第六周本科线上教学工作已顺利结束，

全校本科教学工作有序开展，广大教师结合各自课程特点不

断总结和改进在线教学方式，进一步提升了教学质量。同时，

学校重点加大了校院两级督导督学工作，分阶段、分类别对

在线课程开展线上实时指导、监督和评价工作。各学院梳理

开学以来线上教学开展的总体情况，总结凝练线上课程教学

经验，现将本周教学情况总结如下： 

一、线上教学学情分析 

1.线上教学平台使用情况 

经过六周的线上教学运行，我校应用的慕课课程资源平

台和教学管理平台趋于稳定，线上教学教师 497 人，使用雨

课堂平台占比 80.05%，使用 QQ 群占比 14.47%；课堂教学活

动总量处于动态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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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上教学活动情况 

本周教师通过各类平台上传课件 1588 个，发布公告通知

1681 个，布置作业（习题互动）9450 次，开展直播 538 次，

开展小测验 266 次。学生完成投稿作业 5718 个，发送弹幕

26713 个。 

 

（1）课件上传日志 

 

（2）课程公告通知发布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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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业布置日志 

 

（4）投稿（完成作业）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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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布测验（试卷）日志 

 

（6）直播教学日志 

 

 

 

 

 

 

1749 

1161 1165 

993 

65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4月13日 4月14日 4月15日 4月16日 4月17日 

每日投稿/完成作业数（第六周） 

85 

40 

63 

43 

3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4月13日 4月14日 4月15日 4月16日 4月17日 

每日小测验（发布试卷）次数（第六周） 



 

 

 

 

 

 

 

3.前四周教学活动情况对比 

各类教学活动延续前期良好态势，线上教学活动呈现稳

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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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上课程实时督导情况 

本周开始，重点开展校院两级督导实时监控线上课程工

作，教学工作重点在于保障线上教学平稳运行，指导师生尽

快进入高效率的教学状态，同时全面摸底梳理在线教学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推进在线教学工作的持续改进。 

         

 

三、各学院线上教学工作总结 

开学以来，各学院能够按照学校总体部署积极落实线上教学

工作。第一时间建立起“教师资源共享群”、“线上授课教师交

流群”等群组，方便老师们共享资源、提前备课、交流经验、优

化课程，集全院之力推进线上教学工作，尽最大努力提升线上教

学效果。教学办工作人员能够细致研究各大授课平台，分别为学

生和老师答疑解惑，根据老师的教学特点为他们推荐最适合的平

台。各学院具体工作情况如下： 

 



财经学院 

开学六周以来，财经学院共有 43 名老师开展了线上教学活

动，占本学期授课教师比例为 78.18%，共开出课程 62门，占本

学期开设课程比例为 61.39%。仅在雨课堂这一平台上，就有 38

名老师开展教学活动，活跃学生有 734 人，老师们开展的教学活

动达 958次。 

 

 

   总体而言，财经学院在线教学工作在持续平稳地进行，但是

老师们对学生在在线学习的过程中吸取知识的程度和学生学习

的自觉性表示担忧，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更希望回归校园开展

课堂教学。 

法学院 

开学以来法学院积极落实学校及教务处线上教学工作要求，



确保线上教学工作顺利开展。法学院共有 29 位任课教师开展了

线上教学工作，累计开设课程 37 门（含辅修课程 6 门），涉及

学生 2262 人次。开学以来法学院教师积极依托雨课堂、腾讯直

播课题、QQ 语音直播、QQ 群、微信群等工具，分利用中国大学

MOOC、超星、智慧树等教学资源开展各类线上教学活动。结合教

师日报告及雨课堂管理平台等反馈数据显示，开学六周以来我院

各类线上教学活动井然有序、教学效果反映较好。 

根据教务处相关工作要求，法学院及时启动 2020 年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线上申报工作和 2019 年项目线上中期检

查工作。目前项目申报、中期检查相关资料正在积极准备中，已

有部分同学提交了申报书及中期检查材料。 

管理学院 

自 3月 6日正式启动在线教学以来，管理学院教师通过雨课

堂、QQ 群、微信群等网络平台开展了线上授课并在几大知名平

台选取慕课资源提供给学生为学生答疑解惑。管理学院共有 42

名老师开展了线上教学活动，占本学期授课教师比例为 78%。线

上教学开出课程 55 门，占本学期开设课程比例为 64%。根据学

生与课程特点，结合雨课堂，初步形成了完整的在线教学结构设

计。即：“课前充分预习（语音 PPT）+课中突出重点（直播）、

课后作业及时跟进（充分利用在线优势资源的多形式作业）”，

确保了在线教学的基本质量。 

针对空中课堂的虚拟化，真实情境不足的情况，初步形成了

“直播授课内容小巧、重点明确突出，确保学生一课一得”、“多

途径（雨课堂投票、弹幕、微信群等）创新互动环节及互动活动

并用以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优化线上线下教学时间比例以



及课堂教学时间结构以应适应在线教学资源充足性、网络信号依

赖性和延迟性的特点”的一些好的教学方法。 

教育学院 

开学以来，教育学院利用多种措施积极落实学校及教务处线

上教学工作要求。具体措施如下：1.自建课程开课：线上录播或

直播+线上辅导；2. 利用线下课程资源开课：线下自学+线上辅

导；3.利用网络在线课程资源开课：线上学习+辅导。老师们熟

练掌握雨课堂、蓝墨云课堂、腾讯课堂、企业微信、钉钉等网络

教学平台，结合微信、QQ群分享教学视频+答疑互动、讨论交流

等方式开展线上教学。 

教务办开学前期整理收集各任课教师和班级的 QQ、电话、

钉钉等各门课程教学群，并协助通知每门课程的每位学生加入课

程教学群。3月 6日－4月 15日，我院承担的线上教学课程教师

38人，课程开课门数共 48门，开课门次共 128门，线上开课学

生班级 128班次，线上上课学生人次 6042次。  

在近期的线上教学中，有很多老师使用有特色的教学平台和

教学设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如许可峰老师讲授的课程《教

师专业发展》和邱婧玲老师讲授的课程《电视节目编导与制作》，

课前精心用心充分备课，学生互动好、参与度高，提前发布材料

给学生预习，大部分学生都预习，课上气氛比较热烈，课堂生成

度较高。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开学以来，马克思主义学院积极有序开展线上教学各项工

作。在战“疫”特殊时期，思政课结合疫情期间的人和事，引导



学生树立积极向上、敢于担当的价值观。策划了《开学第一课—

—写给学生的一封信》活动，通过开学这份真挚的问候，让学生

在感受思政课的温度中拉开序幕，引起学生的共鸣。让学生坚定

战胜疫情信心，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

主线，成为爱国者和合格的建设者接班人。在 3 月 6日至 9日集

中开展开学第一课教育，由我校自主录制的教学微视频和教育部

社科司“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疫情防控思政大课”两部分组成，

学生收看学习率达 98.83%。 

在线上开展教学的思政理论课共 122 门次，由 36 名思政课

教师承担教学任务，上课学生总数达 5734 人次，使用的平台有

QQ、雨课堂、中国大学慕课等平台，使用的教学资料包括：慕课

平台课件，电子图书，音像资料等内容。其中，“马五观”课程

没有线上课程资源，任课教师在线向学生提供了 2014 年第四次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2018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2015 年第六次

西藏工作座谈会等学习资料。经统计，我校思政理论课线上教学

中共上传课件 339个，发布公告 593个，上传不同内容教材 247

节次，直播 243 次，直播时长 1458 分钟，布置作业 290 次，学

生提交作业 832次，老师组织测试 125 次，师生互动达 1197次，

教师课后通过 QQ 群发送相关教学信息 315 条，并解答学生疑问

130次。 

体育学院 

体育学院按照学校“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的要求，严

格遵循学校学校疫情期间的教学实施方案，充分发挥“互联网+

教育”线上优势，采取丰富的教学方式开展了线上教学，取得了

良好的教学成果。3 月 6 日以来，共开设网上教学课程 27 门，



其中理论课 8门，技术课 19门。 

在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后，技术课于 3 月 30 日正式开课。体

育学院采取多种平台、多种教学资源进行教学，平台包括雨课堂、

微信群、qq 群，教学资源包括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学堂

在线网络平台。网络教学涉及体育专业班级 10 个以及全校非体

育专业 18、19级学生，覆盖全校 6193名学生。线上教学覆盖面

广、形式丰富，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在全国疫情期间，体育学

院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居家上课为主要方式，合理安排教学内

容，加强师生交流反馈，积极组织学生坚持上课，帮助学生在居

家体育教学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大学体育教学工作，实现“不停学、不停

教、不停练、不停训、不停赛”。 

民族研究院 

按照学校疫期线上教学统一部署，民族研究院 25 名教师共

承担全校 17个教学班级的 39门课程的线上教学任务，涉及大学

生 577人，其中民族研究院 356人，其他学院 221人。开展线上

教学的 25 名教师占民族研究院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在岗且

安排教学任务的 37 名教师的 68%，开展线上教学的 39 门课程占

全院总课程 65门的 60%。23名教师主要使用雨课堂、QQ群、微

信群、中国大学慕课、学银在线、智慧树、超星等线上教学平台。

其中，使用雨课堂的 23人 39门次，使用中国大慕课 6人 9门次，

使用超星 3人 3门次，使用学堂在线 2 人 3门次，使用学银在线

2 人 2门次，使用智慧树 3人 3门次，使用 QQ群 10人 20门次，



使用微信 3 人 3 门次。线上教学共涉及 17 个教学班，参加线上

学习的民族研究院 356人中，网络稳定且能保证教学需要的 333

人，占总人数的 93%，23人网络不稳定或者没有网络，基本不能

保证教学需要，占总人数的 7%。湖北籍学生 1 人，身体健康，

线上学习效果良好。 

民族研究院领导亲自把关线上教学课程，考虑到民族研究院

大部分学生在区内，农牧区信号不稳定，不能完全满足网络教学

需要的特殊情况，将《中学历史教材教法》等实践性强的课程、

宗教类课程和《藏语》等语言类课程推迟到开学面授，将《课题

申报》等低年级专业选修课推迟到下学期开设，指导相关教师完

成信号不好同学复学后面授辅导计划。 

文学院 

文学院根据课程具体情况，本学期有 26位老师在线开设 23

门共 63门次课程，为保证学生在线学习效果 95门课程推迟。经

过线上教学运行，教师已从初期基本掌握到现在熟练掌握线上教

学技术要领和规律，能熟练应用教学平台和辅助教学工具，学生

也逐步适应在线教学授课方式，尔雅通识课平台、中国大学慕课

平台、智慧树等课程资源平台学习进展正常，各类线上教学活动

井然有序、教学效果反映较好。 

启动 2020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线上申报工作和

2019 年项目线上中期检查工作。3 月 20 日至 5 月 5 日全面开展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线上申报、评审工作，同时开展

2019年立项项目线上中期检查和总结工作。 

教研室及时开展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线上指导和组织工作，

明确毕业论文各环节时间节点，要求指导教师帮助学生通过图书



馆微信公众号公布的免费电子资源（知网、万方、维普等），指

导学生查阅论文写作资料，并适时跟踪和反馈毕业论文写作的进

展情况。目前，文学院 2020届汉语言文学专业和秘书学专业 240

余名毕业生均已完成毕业论文初稿的写作和论文的查重工作。 

外语学院 

开学以来，外语学院开展线上教学的教师共计 63 人，承担

了本科 37门课的教学任务，涉及 147 个教学班和全校 5676名学

生， 8名教师承担了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课程的线上教学任务， 其

中 5 名教师承担了我院 19 级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任

务， 3 名教师承担了我校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的教学任

务。 

截止目前，外语学院疫情期间各项教学工作的开展情况均平

稳有序。开展线上教学工作使广大教师进一步认识到学习和提高

线上教学能力的重要性，因为线上教学既检验了教师的教学和专

业素质，也对教师信息化应用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语学院

全体教师在学校的统一指导下，本着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教学

责任感，有信心有能力为非常时期我校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积极

工作，确保了疫情期间各项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本学期有 24 位老师在线开设 37 门共计 71 门

次课程，为保证学生在线学习效果 18 门课程推迟。经过线上教

学运行，教师已从初期基本掌握到现在熟练掌握线上教学技术要

领和规律，能熟练应用教学平台和辅助教学工具，学生也逐步适



应在线教学授课方式，尔雅通识课平台、中国大学慕课平台、智

慧树等课程资源平台学习进展正常，各类线上教学活动井然有

序、教学效果反映较好。 

启动 2020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线上申报工作和

2019 年项目线上中期检查工作。3 月 20 日至 5 月 5 日全面开展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线上申报、评审工作，同时开展

2019年立项项目线上中期检查和总结工作。 

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按照学校对线上教学的专项工作安排，成立了

线上教学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线上教学工作。领导小组积极

探索“互联网+”教学模式，同任课老师沟通交流，服务答疑，

解决师生在线上教学活动中的各项困难，确保教学环节不缺失，

教育质量不打折。 

开学六周以来，信息工程学院共 67 位教师开展线上教学活

动，占本学期授课教师比例为 97.18%，共开出课程 97门，占本

学期开设课程比例为 58.79%。在开设线上课程过程中，教师选

择雨课堂、对分易、中国大学 MOOC、QQ 群、微信群等各个平台

开展线上教学活动。为保证线上教学的顺利开展，教师们潜心钻

研、勇于创新，采用“1个主要直播平台+N个辅助平台”的方式

开展教学，有的老师“辗转”四个平台只为讲好一门课程。 



 

学生对开展线上教学这一新型教学模式也变现出了很高的

兴趣和热情，加强互动，主动学习，学习效果超出预期。仅在雨

课堂这一平台上，覆盖学生人数达到 2798 人，占学生总数比例

为 99%，日活跃最高人数达到 1140 人次。学生课堂互动总数达

19553次，其中习题互动 2993次，投稿 1343次，弹幕 14604次，

“点名+不懂+红包”61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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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部 

医学部按照学校总体要求，结合各专业实际，成立医学部延

迟开学教学工作领导小组，建立线上教学督导机制和信息反馈机

制，测算开课科目和开课门数，各教研室制定工作方案，依据专

业特点稳步开展线上教学。本学期有 55位老师在线开设 50门共

计 146门次课程，上课学生达 5563人次，推迟开课 239 门次（以

实验课、临床课为主）。组织授课教师在中国大学 MOOC、超星

尔雅、智慧树等网络教学平台进行选课，所选课程教学大纲及教

学内容基本符合我校学生，区内、区外学生分开选用课程，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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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在选课上深思熟虑。全员熟练操作运用雨课

堂等线上教学工作（3 名老师申请作为学校线上教学平台志愿

者），并以课程和班级为单位建立 QQ 群/微信群，班主任参与教

学过程。教学过程中，教师辅导有针对性、课堂研讨互动良好、

教学资料及作业发布及时，部分课程应学生要求开展直播授课，

直播授课共 41 门次。教研室内开展线上教学经验交流，挖掘典

型，推广经验，不断完善教学方法，提高线上教学质量。 

经学校批准，医学部计划于 4 月 21 日上午 9 点-11 点，下

午 3点-5点进行 2020届毕业生线上毕业考试。学部组织专家商

讨命题方式、题目类型和考核方式，上午理论考试，下午技能考

核，技能考核为开放性试题，以实践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测试为

主，以保证考试质量、评价的客观性以及测试的全面性。 

四、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 

1.存在问题 

（1）网络学习教师在发布学习材料和学生讨论问题时会受

到网络稳定性的影响，个别学生接收不到信息，从而影响学习以

及学习平台统计的课堂分数。 

（2）有些教师对学生线上学习条件了解不够，在备课、教

学信息量、互动及课后学习任务布置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优化提

高。 

（3）在家上网课有的学生容易产生惰性。个别同学不参与

慕课等平台的学习，教师通过雨课堂发布群公告，个别学生从未

关注，部分学生经常逾期交作业，也有一些学生不在统一的时间



参与在线学习讨论，个别班级学生参与度较低，经过反复动员，

效果有所改善，但依然有掉队的学生，需要加强督促。 

（4）网络学习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交流还是不如课堂面对

面交流顺畅、直观，信息量大。 

2.改进建议 

（1）进一步完善线上教学管理，充分发挥学院二级督导作

用。 

（2）充分发挥班主任、班干部的作用，要深入掌握班级每

位同学线上学习的情况，为提高线上教学效果提供支持。 

（3）进一步提升教师线上教学能力。教师应更加注重教学

方法的创新和教学质量的提升，应积极转变思维，努力提高线上

教学相关技能，努力适应线上教学新要求，不断优化线上教学方

式方法。要提前明确学习任务，及时推送学习资料，适量布置作

业，积极引导学生互动，务求实效。 

（4）学生应如实、及时反馈自身线上学习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主动适应线上学习要求，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和精力，认真学

习，做好学习笔记，完成作业和测验，保证学习质量。 

 

西藏民族大学教务处 

2020 年 4 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