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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线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1-3 周）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自 2 月 24 日以来，西

北政法大学线上教学已开展三周有余。经过全校上下的卓绝

努力，广大师生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的信心越来越足，疫情

对学校教学工作的影响越来越小，双管齐下的疫情防控“非

常大课”和“云”上教学育人成效日益显著。为了总结经验，

提升水平，教务处、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价中心根据前期调研，

结合相关数据，从基本情况、教学质量、服务质量、存在的

问题和改进措施等五个方面，对前三周本科线上教学质量分

析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三周来，学校为本科生线上开课 432 门，共有 525 名教

师在 1644 个课堂为 25 万余人次授课。值得一提的是，129

名身处湖北的同学，均能克服困难，积极参与线上学习，令

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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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通过使用超星“学习通”、学堂在线“雨课堂”、

QQ 群、微信群、腾讯会议、钉钉等多个平台，采用在线讲授、

组织讨论、慕课教学、线上互动、指导答疑等多种形式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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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质量

（一）教学平台（工具）质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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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周，线上教学平台使用率由高到低排名依次是：腾

讯会议、微信群、超星学习通、雨课堂、中国大学 MOOC、腾

讯课堂、智慧树、哔哩哔哩、钉钉以及其他平台；流畅度排

名前五的是腾讯会议、微信群、超星学习通、腾讯课堂、智

慧树、哔哩哔哩；学生满意度排名前五的是腾讯会议、微信

群、超星学习通、腾讯课堂、哔哩哔哩；教师认为容易操作

程度排名前五的平台依次是腾讯会议、微信群、超星学习通、

腾讯课堂、QQ 群。目前腾讯会议的使用率普遍较高，建议使

用腾讯会议的教师，最好同时与学习通、腾讯课堂等便于上

传、保存教学资料的平台相互结合，搭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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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通平台提供的近一周关于互动率、资源共享相关数

据如下：

全校整体数据

运行课程（门） 上线教师（人） 上线学生（人） 平台访问量（PV）

03.09 733 203 7510 1868887
03.10 707 184 7204 1687057
03.11 732 195 7046 1491478
03.12 667 183 7089 1687906
03.13 636 188 6958 1385864
周报数据 1043 331 9640 9329994

课程数据

新建课程（门） 资源上传（个） 运行班级（个） 课堂活动（次） 师生讨论（个）
自建课程运行

（门）

03.09 2 1138 1046 6856 642 684
03.10 0 733 1026 6054 1285 656
03.11 4 1744 1046 5259 549 672
03.12 0 1013 969 5395 741 610
03.13 0 1341 899 4452 927 585
周报数据 6 5969 1540 28016 4144 964

教师数据

教师使用量（PV） 发布活动（个） 发帖（个） 发布作业（个） 批阅作业（个）

03.09 37550 397 39 40 232
03.10 34764 363 32 28 672
03.11 33741 213 76 33 422
03.12 34028 230 51 37 539
03.13 30954 228 202 21 342
周报数据 217510 1431 400 159 2207

学生数据

学生使用量（PV） 完成任务点（人次） 活动参与（人次） 回帖（个） 完成作业（人次）

03.09 1831337 8656 6459 603 1171
03.10 1652293 6395 5691 1253 795
03.11 1457737 6517 5046 473 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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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2 1653878 8315 5165 690 1490
03.13 1354910 8729 4224 725 1320
周报数据 9112484 38612 26585 3744 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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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树教学平台第三周相关数据

（二）教学模式质量分析

目前，线上教学模式主要包括以教师讲授为主的直播

式；以观看教学音视频为主的录播式；利用 MOOC 和 Spoc 现

有课程教学+辅导答疑为主的慕课式；以及直播+辅导答疑

式、录播＋辅导答疑式、自学+辅导答疑式和组织互动讨论

式等。经教师发展中心、教务处调研，我校教师采用的线上

授课模式比例及其利弊如下：

教学模式应用比例

注：调查问卷题目为多选，故各项比例之和超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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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教学质量评价

根据问卷调查，有 98.89%的教师认为，线上授课效果能

达到预期教学效果的一半以上，84.45%的教师认为，线上授

课效果能达到预期教学效果的七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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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效果分析图

教师在授课时，技能普遍掌握较好，没有在授课中测试

设备的情况，主要精力用于讲解知识，其次是教学设计和调

动学生积极性。

授课活动比重分析图

近三周，学生课堂纪律和课堂氛围普遍较好，师生互动

情况良好，教师在线上教学过程中，普遍能掌握学生的学习

情况，88.89%的教师每节课的讲解过程在 20 分钟-50 分钟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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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纪律分析图

课堂氛围分析图

师生课堂互动情况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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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课堂不间断讲授时长分析图

教师全面掌握学生学习情况分析图

教师今后录制 MOOC 和 SPOC 等网课的意愿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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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生学习质量评价

根据问卷调查，有 92.22%的学生目前线上学习时网络较

为顺畅。教师反映，98.89%的学生课前和授课过程中参与热

情较高。多数学生知识点掌握较好，课前、课中、课后学习

任务完成较好，对教师的线上教学表示满意。

学生线上学习网络卡顿情况分析图

课前和授课过程中，学生参与热情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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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学生知识点掌握度分析图

多数学生课前-课中-课后任务完成情况分析图

近三周，学生到课率较高。6.21%的学生表示线上学习

毫无压力，34.14%的学生表示学习压力不大，52.19%的学生

感受到了一定的学习压力，但是学习动力更足，7.46%的学

生认为学习压力大。总体上，多数学生认为老师授课重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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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条理清晰，作业布置适量，且有效性强，对教师的线上

教学普遍满意。

到课率、学习压力分析图

学生总体感受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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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满意度分析图

（五）教学督导专家评价

按照学校《关于开展在线教学检查工作的通知》要求，

学校本科教学督导专家先后深入 14 个学院认真开展教学检

查工作，共提交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 26 份，工作总结和分

析汇报材料 2 份。各学院对线上教学督导工作也高度重视，

50 余名院级督导专家深入学院教学一线开展工作，共提交课

堂教学质量评价表 53 份，工作总结 4 份。

经过检查，督导专家认为，各教学单位均能深入学习并

落实有关疫情防控期间的文件精神及任务要求，对标对表

《2020 年春季学期延迟返校期间本科教学工作调整方案》

（西法大校发[2020]18 号）认真抓好落实；通过分析校院两

级督导专家课程评价表，关于课堂教学的一些重要指标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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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一是学生在线学习具有主动性与积极性，到课率保持

在较高的比例，达到 90%以上的占总查课数量的 96.55%；二

是教师的教学质量较为稳定，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效果感到满

意的分别占比 88.31%和 88.31%，课程总体评分 90 分以上的

占 90.14%；三是授课方式较为灵活多样，两级督导专家所检

查的课程中，选择腾讯会议授课的教师约占 71.43%，使用雨

课堂授课的教师约占 12.99%，同时使用 2 种平台授课的教师

约占 22.08%。

三、服务质量

（一）教务处相关措施

1.超前谋划，统筹布局。为保障疫情期间教学工作有序

运行，教务处 1 月底召开线上教学筹备会，拟定了学生延期

返校的各项教学工作应急预案；2 月初，按照学校相关要求，

制定了教学工作调整方案，印发了致全体教师、本科生的一

封信，组织开展了多次教师线上教学技能培训；2 月中旬，

积极开展调研，制作了“教师、学生参与网络教学学习准备

情况问卷调查”“西北政法大学本科线上教学答问”，切合

实际统筹线上教学工作；2 月下旬，多次专题研究线上教学

相关事项，指导各教学单位协同联动、多方论证、数易其稿，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操作实施方案，一院一策，确保了线上教

学筹备工作扎实有效。鼓励任课教师踊跃参加线上培训，为

学校启动线上教学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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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措并举，线上开课。2 月 23 日，王健副校长组织召

开教学工作准备会，并在《法学学术前言》发表“非聚集型

远程教学几点思考”一文，有效指导了本校延迟返校、按时

开课工作，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学校 2 月 24 日云上开课，

孙国华书记、杨宗科校长为全校学生上了第一课，其他 255

个课堂也如期上线；教务处与各大教学平台联系，进行线上

教学平台搭建、教务工作对接、系统性能测试等工作；安排

工作人员全天候监测信息、答疑解惑；要求各二级学院在多

平台、多方式的授课形式下，高度重视线上教学管控，成立

督导小组，做到监督到位，责任到人。第一周线上教学的运

行平稳，为学校教学工作有序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3.积极进取，保障质量。3 月 3 日，校长杨宗科，副校

长漆思、王健检查了学校线上教学运行情况并在线听课，就

存在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指示要求。3 月以来，教务处先后制

作、发放、回收 11000 余份调查问卷，全面掌握师生在教学

准备、技能掌握、教学成效、平台应用等各方面的真实情况；

根据调研情况，认真制作了 3 期问答简报，总结梳理了前两

周教学工作的经验；成立了教学教师志愿服务团队，通过各

种渠道了解师生在线教学实际情况，积极征求师生意见，总

结经验，宣传亮点，做好梳理，稳妥做好服务工作，及时解

决师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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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教学管理服务工作时间表、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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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能部门相关措施

组织部扎实服务师生，要求基层党组织、党员充分发挥

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做好师生的“主心骨”和“贴

心人”，奋力开展疫情抗击，全力保障师生开展教学工作的

健康安全基础。党政办统筹协调，多次召开意见征集会议，

协调各职能部门切实做好教学保障。宣传部利用校园网、微

博、微信等网络渠道，加强师生疫情防控教育，积极宣传教

学工作特色亮点。学工部及时收集学生对教学工作的相关意

见，不断加强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多种线上渠道鼓励学

生营造良好学习氛围，促进我校学风建设。人事处全面汇总

教师国内外、省内外居住信息数据，指导教师返校参与线上

授课，及时告知隔离事项相关要求，为线上教学教师开展业

务做足了温馨提示。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价中心组织安排本科

教学督导专家组，全面检查线上教学并及时反馈情况。教师

发展中心深入一线，积极分享线上教学相关经验。信息网络

中心积极监测网络参数并联系相关服务商，增加网络容量，

实现端口有效对接，保证线上教学畅通。国际教育学院会同

各教学单位，全力准备教学资料，根据留学生所在地实际情

况，适时调整教学方案，科学推进留学生教育教学工作。校

团委组织开展了“青春战‘疫’，共克时艰”、“西法大与

你的云上之约”等系列线上特别主题活动，利用新媒体平台

对疫情信息及防控工作多角度宣传，积极引导学生主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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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加强责任意识，传播正能量。图书馆及时通过网络平台

向全校师生推荐已购图书资源数据库，联系了知网等资源平

台，对接端口，使师生可以通过远程进行免费登录；做好实

体图书消毒杀菌，为学生返校后借阅图书做好准备。保卫处、

后勤保障处、门诊部等职能部门严格门禁制度，组织志愿者

校内值守，为学校教学区域进行全面消毒，积极推送防范“新

冠肺炎”、提升免疫力基本知识，发布防疫期间上网课保护

视力专题文章等，春风化雨、甘为人先，服务教学的热情持

续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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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单位相关措施

经济法学院开展老师、学生、家长线上抗疫交流活动，

传达我校各项要求，督促学生居家线上学习；组织“云”上

笔记大赛，促进学生形成赶学比超的良好学风。民商法学院

及时在网络平台发布居家防疫相关科普类文章，引导学生理

智思考、科学防控；总结本学院优秀教师的线上教学工作，

宣传教学典型，推广好的做法。马克思主义学院录制了线上

课程思政宣传片《你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样子》和团课《弘扬

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先后被学习强国、中国网、中

国经济网等多家知名媒体刊发、转载，在省内外引发强烈反

响。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组织“同舟共济 共抗疫情”系列

活动，鼓励学生传递声音，贡献力量。新闻传播学院组织“新

传青年说”系列主题活动，至今已于官方微信平台发布 25

期相关内容，鼓励学生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凸显青年榜样

力量，彰显了我校学子风范。体育部领导班子带领老中青教

师，反复修改文案，利用学校教学在线微信平台，成功推送

了八段锦、有氧哑铃操、健身瑜伽等体育锻炼教学视频，把

力量练习、心肺耐力练习、核心力量练习等作为主要训练手

段，让学生在家锻炼，增强身体素质。

（四）任课教师相关经验

外国语学院薛杰老师采用“学生自学慕课+教师直播授

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讲授《大学英语 ESP 法律英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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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出翻转式教学、混合式教学和多模态教学三种线上教学模

式，学生反响良好；霍瑛老师借助钉钉平台的学院自建 SPOC

云课堂、个性化教学圈子等教学工具，以小组讨论、实践和

合作的 TBL 教学法贯穿学生学习活动始终，学生对教学活动

的学习贡献力和参与度明显提升，消除了面授课上的焦虑

感，课堂表现异常积极，学习效果显著提高。民商法学院王

丽美老师采用了“学习通—腾讯会议—微信群”三个软件有

机结合的备课准备，针对 6 名受网络条件所限，不能听直播

的学生，在用电脑进行腾讯会议直播时，同步在微信群语音

留言。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谢珂老师采取“微信群+B 站+腾

讯课堂+邮件作业”的混合教学模式，并总结出了 PPT 分模

块设计、PPT 分屏设计、网络资源与课程内容的互动、建立

课堂仪式感等适用于线上教学的创新方式。近期，许多教师

夜以继日，在各大平台群、教学讨论群中“穿梭探索”，“挖

掘情报”，权衡分析各平台优缺点，最终选择了适合自己的

教学模式，认真开展线上教学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方法

越来越创新。

四、存在的问题

(一)网络授课模式还不适应

授课教师积极适应网络教学模式新变化，探索网络教学

新理念、新方法、新思路。据教学督导专家了解，授课前老

师均根据网络授课的特点，对课程内容、课件进行了相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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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和掌握各种线上授课的技能和方

法。但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网络平台本身存在的缺陷，个别

教师一时难以适应线上教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个别

教师教学准备不充分，直播授课紧张。二是部分教师对线上

教学平台的操作还不够熟练，对一些常用功能还未掌握。三

是部分教师在教学方式方法上还有欠缺，对学生的引导和启

发做的还不够，“灌输式”“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印记较为

明显。四是教学手段还比较单一，仍然是以“教”为主，而

不是以“学”为主，导致在互动方式上主要是教师提问，学

生回答，而不是学生提问，教师解答。五是优质教学资源利

用率还不高，教育部组织 22 个在线课程平台，免费开放在

线课程 2.4 万余门，覆盖了本科 12 个学科门类，许多老师

没有有效利用教育部平台已有课程资源。

（二）学生上课缺少有效监督

在线授课过程中，多数教师在讲授时没有开启全员视

频，老师看不到学生。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老师只能看

到学生签到，网上显示在上课，但学生不在现场，无法保证

到课率。二是教师看不到学生，很难做到与学生及时沟通（包

括动作、表情等身体语言的传达），无法根据学生的状态即

时做出调整。三是教学效果不能保证，多数教师的教学活动

仅限于课堂，对于学生是否真知真懂真会并不掌握，学生的

课后辅导还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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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线授课平台繁多复杂

目前我校老师使用的在线授课平台已超过 10 个，分别

为“学习通”“雨课堂”“中国大学 MOOC”“腾讯课堂”“腾

讯会议”“微信群”“QQ 群”“智慧树”“钉钉”“哔哩哔

哩”“抖音”等。由于各个老师使用的平台有所不同，导致

学生需要去适应各种平台环境。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

是各位授课老师频繁的更换平台，出现部分学生找不到上课

平台的情况。二是在上课过程中，部分授课平台出现在线人

数多于上课学生的情况，由于平台开放性在上课过程可能会

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三是部分平台没有音视频回放功能，

给学生课后复习造成一定程度的不便。

（四）学生个体差异较大

部分学生面临时差和信号问题。一些学生条件受限，线

上学习断断续续，有的西藏学生带着太阳能充电板在户外寻

找信号上网课，有的新疆学生克服时差听课；个别学生注意

力难以集中，对于线上教学存在融入较慢、压力较大的现象；

部分学生线上学习方法尚欠，加之网络资源过于庞杂，许多

学生对资源分类存在困难；一些学生认为线上学习知识消化

较慢，容易遗忘，需进一步指引。

五、改进措施

为确保我校在线教学进一步由“保运行”向“提质量”

的转变，改进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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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一步完善组织与实施

提前谋划，严密组织，保障网络授课有序、顺利、高效

进行。在组织授课过程中，一是畅通渠道。任课教师要提前

制作线上授课方案、课件，上传教学资料，建立内部交流群，

共享资料，讨论问题。二是优化授课方案，为防止出现网络

拥堵导致不能上课的情况，提前做好线上教学备用方案和备

选平台。

（二）因课制宜，灵活推进，创新教学方式方法

动态优化，创新思路，保证线上教学质量。一是因“课”

制宜选好授课平台。授课前老师结合课程特点和根据网络平

台功能，选好用好网络授课平台。二是强化学生监督机制。

通过签到、小测验、随机点名等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通过阶段性考试检查学习效果。三是做好课后答疑工作。利

用线上答疑课、QQ 群、微信群给学生答疑，提高教学质量。

四是各教学单位积极推广使用 SPOC 教学、线上小班教学模

式，教师根据教学大纲，每周定期发布视频教学材料，布置

作业和组织网上讨论。

（三）进一步强化服务保障

在线教学师生准备时间短，任务重，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离不开各位授课老师的辛勤付出，离不开各教学单位周密配

合，离不开管理和服务部门的精心保障。下一步，教务处将

强化遴选与推介，在现有使用网络平台中遴选出操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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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师生反响好、教学质量高的网络平台推荐给授课教师使

用。教师发展中心、教务处、各教学单位将密切关注教师的

教学需求，不定期组织授课教师学习各种线上教学平台的使

用，为授课老师制作授课平台操作使用手册等，努力消除教

师线上教学的后顾之忧。学校将继续建立健全服务保障体

系，不断加强网络服务保障、软件使用指导、硬件设备维护

等伴随式服务保障团队建设，牢固树立把师生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思想，积极探索疫情期间教学模式，

圆满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确保教学质量、服务水平不断提

升。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自2月24日以来，西北政法大学线上教学已开展三周有余。经过全校上下的卓绝
	一、基本情况
	三周来，学校为本科生线上开课432门，共有525名教师在1644个课堂为25万余人次授课。值得一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