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枣庄学院线上教学工作简报（第 38 期） 

（2020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二） 

3 月 31日，我校在线教学授课情况为：开课数 396门，624

门次；授课教师 624 人次，授课班级数 474个，学生在线学习数

31909人次，学生到课率 98.92%。 

本期我们将分享外国语学院《创业基础》课程教学团队的在

线教学典型经验。该教学团队结合线上教学特点与课程特色，精

心谋划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群策群力改进网上教学的各个方

面，多举措确保实现“停课不停学、线上保质量”的目标。 

各院（部）的开课数、开课门次、班级数、教师数（人次）、

学生数（人次）和学生上课率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 1. 各院（部）3 月 31 日线上开课数分布图 



 

图 2. 各院（部）3 月 31 日线上开课数（门次）分布图 

 

图 3. 各院（部）3 月 31 日线上开课班级数分布图 



 

图 4.各院（部）3 月 31 日线上授课教师数（人次）分布图 

 

图 5. 各院（部）3 月 31 日线上授课学生数（人次）分布图 



 

图 6. 各院（部）3 月 31 日线上学生上课率分布图 

 

 

 

 

 

 

 

 

 

 

 

本期线上教学典型案例 

---《创业基础》课程团队群策群力，齐心协力做好线上

教学工作 

《创业基础》是创新创业模块的必修课程。在当前“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环境之下，创业，已经成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问

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本门课程的目标，就是通过让学生学



习有关创业的知识，了解创业的基本流程，从而增强自主创业意

识，并最终在今后加以实践。由于本门课程不属于专业课程的范

畴，因此，如何在不与学生见面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学生学习非

专业课的积极性，是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针对此情况，外国语

学院《创业基础》课程团队采取了“录课+慕课堂签到+中国大学

慕课视频+QQ 群问题抢答+课后反馈”的形式，开展了混合式在

线教学。 

一、建立团队，精心准备开课工作 

开课前，负责本门课程的赵治成、孟冬永、冯振老师共同组

成《创业基础》课程团队，确定了以中国大学慕课的异步 SPOC

为中心，开展线上教学的思路。同时，建立了班级 QQ 群，在群

里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与答疑，确保每位同学掌握使用要领。 

 

 

 

 

 

 

 



 

 

二、多管齐下，提高课堂学习积极性 



（一）录课 

由于《创业基础》这门课不属于专业课，因此，学生积极性

相对较弱，学习热情不强的问题显然存在。为了从一开始就提高

学生积极性，在第 1 周录制的视频“创新创业的概念”中，针对

“为什么要开设创业基础这门课”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让

学生理解了本课程在指导学生就业方面不可忽视的作用与价值，

以此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意愿。 

 

 

（二）慕课堂签到 

使用慕课堂的签到功能，实时掌握学生的签到情况。如果有

学生一直未签到，则会单独与其联系，确保所有学生准时学习。 



 

（三）QQ群问题抢答 

慕课教学的一个弊端在于，无法亲眼确认学生的学习情况。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确保学生对重点问题进行掌握，采取了在

QQ 群进行问题抢答的模式。每节课上课之前，提前预告出题时

间以及题目类型，并规定每节课回答问题积极，并且正确率高的

同学，会给予平时成绩的加分。自从采取了此方法之后，同学参

与答题，讨论的积极性明显提高，经常一个题目放出来以后，马

上有许多同学抢答，不再等着被点名。很多同学会在看慕课视频

的过程当中，主动把要点部分截图保存，部分同学还会提前做好

笔记，等到问题放出，把自己整理的笔记要点发到群里，作为答

案。 
 
 

 

 

 



 

 

 

 

 

 

 

 

 

 

 

 

 

 

 

 

 

 

三、课下进行反馈，形成教学闭环 

下课以后，将同学们在群里的发言进行总结与整理，并发回

群里与同学们分享，给予反馈。由此让同学们感受到自己的发言

被重视，从而进一步提高今后参与课堂讨论的愿望，形成良性循

环。 

 



 

 

 

 

 

 



四、效果与总结 

通过以上措施，明显的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和课堂参

与度，达到了在欢快的讨论气氛当中，掌握学习内容的目的。同

时，经过六周的网课实践，感受到不能一种方法用到底，必须要

根据每个周的教学内容以及难易程度，进行灵活调整。下一步，

会继续根据上课情况，探索新的网课授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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