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线上教学”双周质量报告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普通高等学校教学组织与

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从 2 月 17 日开始，按照“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

学”线上教学要求，我院线上教学如期开课。为切实做好延期开学期间的

本科教学工作，学院制定发布了《关于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教学安排的通知》。开学以来，全体教师充分发挥网络教学优势，

依托各级各类网络教学平台，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网络教学活动，

整体教学情况平稳有序。学院对开学两周以来的网络教学情况进行了认真

总结和分析，报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1.课程开设情况

本学期计划开设课程 181 门（除毕业实习、暑期实习），上课教师 235

人，其中外聘老师 48 位。线上教学课程 166 门，占 91.71%。参与线上教学

教师 190 人，占 80.85%。15 门课由相关系（部）申请延期开课,待疫情结

束学生返校后采取各种形式进行补课。

2.平台使用情况



线上教学课程中，使用省高校在线共享课程平台 1 门次，使用中国大

学 MOOC 平台 99 门次，使用超星平台的 1 门次，学堂在线的 5 门次，智慧

树的 3 门，腾讯 52 门次，其他平台的 26 门次。

二、线上教学专项检查情况

1.教学检查安排

组织线上教学专项检查。检查采用的方式有：（1）各系部主任加入任

课教师与学生建立的群，或直接进入上课的平台听课。（2）教务处与各系

部组成检查小组，负责检查、审核所有网上开课的教学方案与教学日历，

通过各在线资源平台、云教学管理平台随机抽查在线教学情况，包括学生

在线签到、课堂视频、在线辅导、作业和答疑等环节。（3）学院领导随机

听课。

2.教学检查情况分析

就各检查组线上教学的检查而言， 教师和学生都精力饱满，态度认真，

呈现出良好的精神面貌。我们随机抽取了 10 个班级进行满意度调查，满意

和基本满意的占 86.32%。

（1）值得肯定之处：

在线课程教学的总体情况良好。教师们能够认真对待教学工作，学生

们在线听课到课率比较高，线上教学秩序井然，教学互动比较活跃，教学

质量有保证。



教师课前准备充分，对课程安排时间的细致合理，会根据学生情况、出现的

网络问题及时调整教学方案；提前发布的时间安排表，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提

前分享的电子版材料帮助学生随时随地学习。

采用多种方式结合授课，例如直播+录播，慕课+直播，录播+雨课堂，以及

翻转课堂等。任课教师通过直播平台与学生建立实时互动。学生通过实时讨论、

课堂练习、抢答弹幕、文字留言等形式积极与教师开展互动，整体效果较好。

任课教师按时组织课堂考勤签到，学生到课率高；要求学生及时上交作业和

记录笔记以检查学生参与课堂程度；课后利用微信群、QQ 群等渠道与学生积极

互动交流，解答及时耐心。

（2）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存在网络平台卡顿、无法进入、QQ 语音不清晰，学生云班课上录制的视频

下载不了等问题，影响授课的效果和进度。一门课程在几个平台之间切换，造成

授课效率不高。

线上教学难以有效监管，上课纪律还需加强，部分同学在上课过程中随意进

出，听课质量难以保障。

部分学生对不适应线上教学模式，参与积极性不高，学习效果呈两极分化态

势。

（3）建议

积极面对。线上教学作为在特殊时期的一种新教学模式，需要老师进一步发

挥创新精神，积极探索和完善。

优化教学设计。面对网络会短时间卡顿，老师要做好备选方案及时更

换上课平台，比如将录播视频、课件等上存至百度云平台；教师结合慕课

内容，提前录播好重点补充内容等。

加强对学生的学业指导和帮助。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思想状态，

收集、解答学生的问题与意见建议，切实保证线上授课质量。

三、线上教学工作亮点与特色

按照“六个注重”举措，高质量推动“隔空不隔情”在线教学。

1.注重育人担当。根据国家、省市防控疫情工作要求，学院党政领导

班子提早谋划，第一时间组织校内各单位学习在线教学相关文件，快速研



究制定《关于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教学安排的通知》，

并及时向教师解读，认真倾听教师意见建议和现实困难，提出解决方案。

学院领导下沉到系（部），参加在线课程研讨和教学设计。

任课教师认真落实线上教学，精心设计教学环节，构建自学、教学、

答疑完整的教学模式，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在线开课质量不打折。



2.注重技术融合。学院针对师生关注的在线教学和实习方面存在的问

题，联动教务处、 教育技术中心、实践教学中心和各系(部)切实加强指导，

认真分析，制定应对预案，做好咨询工作和沟通解释，为在线教学顺利进

行提供技术融合和保障。

会计系迅速组织教学软件的使用和在线试用，然后通过微信群分享

各平台的试用体验，组建了“云班课”使用指 导微信群，实现系内互

助，快速完成软件熟悉任务。



3.注重线上辅导。

统计系的奚欢每当讲授完一个知识点，都会再三询问同学们是否理解

与掌握。学生一个都不掉队，一个都不能少，是他一直在追求的目标。



会计系凌雁老师采用云班课抢答、指定某位同学回答、随机选人等模

式来提升课堂提问的趣味性，比起线下教学，凌雁老师发现同学们更乐衷

于进行线上抢答，网络拉近了老师和学生的距离。

4.注重关心关爱。学院工商系党总支负责人刘荣华说，我们特别关注

学生对在线教学遇到的困难，目前已排查梳理出地处偏远地区、家庭困难、

网络信号不通畅的 68 名学生，并想方设法为他们开展一对一帮扶，让学生

体验到穿越屏幕的“财浙大爱”。

学院统计系以视频会议方式交流探讨线上辅导的注意事项及应急预

案，邀请心理辅导员对师生进行线上心理辅导。学生处开通了线上就业指

导咨询，分层分类做好线上服务。针对开展针对毕业生对论文的担忧，工

商系及时优化调整毕业论文指导、毕业论文答辩等流程，针对特殊时期，

系部讨论并制定了应急预案，保证原定的论文指导答辩工作顺利推进。

5.注重思想引领。学院在制定线上教学方案时就强调注重课程育人，院

领导带头上思政课、听思政课，推动线上爱国主义教育;召开新学期思想政

治理论课视频备课会,研讨教学形式、授课内容、辅助资料、考核形式、成

绩认定、教学保障、应急预案等内容；制定思政课程线上教学管理办法，

指导教师积极将疫情防控中所涌现的先进典型和案例融入到教学中，注重

学生的思想引领、舆论引导，为学生成长发展提供正能量。



经济与信息管理系吕光金老师在绘图内容教学中将“但愿人长久，千里

共婵娟”的夜景图改成“但愿疫情消，神州共赏月”，逐帧动画教学中临

时将打字机案例改成“举国抗疫、武汉加油”的动画，在补间动画教学中

增加“滴水之恩何以为报”感恩教育的动画内容。

6.注重教学激励。激励老师上好课，组织评选线上教学先锋，奖励特

色教学做法和优秀教学案例；学校官微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积极推送线

上教学报道；组织网络课堂-智慧教学经验交流与分享在线沙龙，邀请名师

旁听指导。

我院线上教学已运行两周，师生对线上教学新形式，从探索到熟悉再

到灵活运行，有一个逐渐适应并完善的过程。相信在学院全体师生的共同

努力下，我们定能共克时艰，顺利完成 2020 年新学期的各项教学任务。

停课不停学，让我们一起静待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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