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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互联网+教学”的课堂教学改革已经成为时代不可逆转的趋势，《教育信

息化 2.0 行动计划》中强调，持续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促进两个方面

水平提高。促进教育信息化从融合应用向创新发展的高阶演进，信息技术和智能

技术深度融入教育全过程，推动改进教学、优化管理、提升绩效。全面提升师生

信息素养，推动从技术应用向能力素质拓展，使之具备良好的信息思维，适应信

息社会发展的要求，应用信息技术解决教学、学习、生活中问题的能力成为必备

的基本素质。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中强调，“变轨超车要更坚定一点。要推动优质资源开放共享。要重塑教育

教学形态。高校要将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教育教学，打造智慧学习环境，探索

实施智能化的精准教育，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质量的提升是推动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高、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

保障。在线教学平台以在线课堂的形式，以教学活动组织实施为核心内容，围绕

着教学任务、学习过程考核、学习成果考核等方面展开，能够有效提高学校教学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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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台整体应用情况 

本校选用的泛雅网络教学平台作为适应“互联网＋教育”发展的教学平台，

旨在推进信息化教学，实现有效课堂而搭建，它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间和空间限

制，为学校提供大数据的教学支持及更优化的教学体验。 

自我校使用在线课堂教学平台以来，本校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得到了显著

提升。现将在线课程在我校的运行情况做如下总结： 

1．平台访问情况 

我校在线课程平台自上线以来访问量达到了 22,967,787 人次，2019 年上半

年年我校在线课程平台访问量为 4,015,376 人次。其中，六月份的平台访问量达

到峰值，平台访问人次达到 1,557,153 次，而二月份的平台访问量则处于低谷。

而从 2018 年的数据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学期不同时间段，平台访问数据也会

出现明显变化，变化趋势表现为开学期间访问量较低，直至期中阶段出现一次涨

幅，经过短期下跌之后随着期末考核的到来，平台访问量达到学期峰值，寒暑假

期间虽然平台访问量跌至谷底，但仍会产生部分平台使用数据，说明仍有学生坚

持在线学习。 

    依据过往两年的数据，平台数据的访问量的总体变化趋势与学校教学安排相

符，说明我校师生已基本接受并完全适应了在线开放课程教学模式。 

 

图 2019年平台访问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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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8年平台访问量统计 

在使用方式上，数据显示运用移动客户端访问的师生比较多，占比

81.3%，较去年的 77.1%提高了近 5%，说明越来越多的学生倾向于使用移动客

户端进行学习，这也正符合了当下的移动学习特点。 

 

图 2019年使用终端占比 

2．活跃用户情况 

在平台首页可看到，近一个月活跃度排名前八位的老师是余丹丹、陈秀兰、

姜杨、胡志红、胡晓敏、杨艳妮、吕丝屏，学生则是贺代刚、马文进和李伟豪这

三位最为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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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近一个月活跃师生 

    而从全校使用整体情况来看，基础课部因为最为活跃。基础课部因为学生

多、班级大，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有较多的限制，现在借助网络教学平台，教师

能够更好的实现课堂的改进，符合我校教学情况。

 

图 院系使用情况 

 

3．课程建设应用总览 

网络教学平台的主要使用对象为教师和学生，而教学的过程是将两者结合的

过程，课程建设则是网络教学平台和网络教学环节的重中之重。同时，建设完整

的课程作为本校信息化的教学资源积累，更能展现学校的教学实力。根据平台上

产生的建课数据分析，截止至 2019 年 6 月 25 日为止，我校的课程建设情况如下

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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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课程建设应用总览 

课程数

（门） 

应用教学课

程数（门） 

在建无学生课

程数（门） 

教师数

（人） 

学生参与数

（人次） 

796 380 416 242 178277 

 

三、课程建设及应用分析 

1．课程建设情况分析 

至 2019 年 6 月 25 日，我校 242 名老师自建课程 796 门，其中 2016-2017 年

为我校课程建设的高峰期，共建设课程 595 门。2018 年至 2019 年初，教师自建

课程 189 门。 

    从表格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截止目前为止，学校课程资源积累逐步增加，课

程应用体系逐步完善，学校整体从资源建设阶段逐步迈入教学使用阶段。 

表 历年课程建设对比 

年份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创建课程数 9 228 367 146 43 

平台访问量 / 664,358 5,741,318 12,546,735 4,015,376 

（1）课程建设分布情况 

我校各个院系以及部门的课程建设如下图所示，截止至 2019 年 6 月份，我

校已经建设完成的 796 门课程，主要来自学院的六个系部。在所有建设完成的课

程之中，商贸管理系老师建课最多，173 门，其次为水利工程系教师，共建课 143

门。其余四个系部课程建设数量相当，均在 100 门左右。 

从个人课程建设情况来看电子电力工程系张芳老师建课最多，共建设有 16

门，基础课部杨艳妮老师建设了 15 门课程，排名第二，建课数量前十五的老师

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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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各院系建课数量 

    表 教师自建课程 TOP20 

序号 建课人 院系 课程数 

1 张芳 电力电子工程系 16 

2 杨艳妮 基础课部 15 

3 刘能胜 水利工程系 13 

4 董小琼 电力电子工程系 12 

5 余丹丹 建筑工程系 12 

6 陈中利 商贸管理系 11 

7 胡天舒 水利工程系 11 

8 罗彩莲 基础课部 10 

9 吕丝屏 商贸管理系 10 

10 肖志鹰 电力电子工程系 10 

11 杨如华 水利工程系 10 

12 程心 商贸管理系 9 

13 邵溢 基础课部 9 

14 陈大波 商贸管理系 8 

15 成汉华 商贸管理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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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资源建设情况 

课程建设的资源大体分为视频、音频、图书、文档等类型，根据课程建设资

源的类型，现统计出我校教师截止至 2019 年 6 月 27 日的自建课程资源情况如

下表： 

表 课程建设资源整体情况 

课程总数 课程资料数 可编辑章节总数 任务点数 章节资源总数 

729 4756 14296 6538 10638 

 

 

图 不同类型资源情况 

由以上数据可知，我校课程资源建设全面，种类繁多，尤其在试题资源有充

分的积累，说明我校老师除了线下课程之外，还重视线上的考核，结合我校情况

对平台的使用做了充分的准备。 

    从全校课程建设情况俩看，在我校自建课程中，334 门课程教师做了资源准

备，部分老师利用超星资源通过课程章节进行资源积累，章节最大有 235 节，章

节资源最多的达到 672 条，也有教师在课程资料中储备资源或者新增资源供学生

学习，课程资料资源最多的有 388 条。 

 

 

 

资源整体类型情况

视频数

音频数

测验数

图书数

文档数

作业数

文档类资源情况

章节PPT文档

数

章节WORD

文档数

章节PDF文档

数

章节EXCEL文

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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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课程章节资源数 top 10 

课程名称 建课人 资料数 资源总数 视频数 图书数 文档数 作业数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杨艳妮 83 627 64 548 15 26 

走进桥梁 余丹丹 8 398 262 1 135 192 

电子技术基础（数字

部分华科） 

董小琼 0 363 150 0 213 18 

电工基础 肖志鹰 0 355 178 0 177 34 

工程水文与水利计算 刘能胜 388 282 139 0 143 153 

大学英语 胡志红 353 270 183 0 87 100 

桥梁工程与施工技术 余丹丹 2 266 209 2 55 85 

发电厂电气设备 王春民 255 223 119 0 104 62 

零基础学企业管理 梅爱冰 149 200 109 0 91 28 

电子技术基础（模拟

+数字） 

张芳 3 192 108 0 84 103 

 

2．课程应用情况分析 

（1）教师共建共享应用情况 

我校教师自建的 796 门课程中，122 门课程由多位老师共同建设共同使用到

在线教学中，校内课程的共建共享极大方便了同课程教学的老师，并且促进教师

间的教学交流，提升了我校教师的课程设计、教学形式的创新等能力，为今后实

现有效课堂打下坚实基础。 

表 课程教学团队数 TOP20 

课程名称 建课人 教师所属院系 
共建教

师数 

助教

数 

学生总

数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2018 版） 

罗彩莲 基础课部 17 0 26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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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4 备份-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 

罗彩莲 基础课部 12 0 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陈秀兰 基础课部 12 1 4335 

形势与政策 杨艳妮 基础课部 12 0 1300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杨艳妮 基础课部 9 1 2928 

大学英语 胡志红 基础课部 9 0 4159 

电气控制与 PLC 技术 梁吟曦 其他院系 9 0 762 

走进桥梁 余丹丹 建筑工程系 7 8 20035 

建筑工程施工工艺 罗中 建筑工程系 7 0 412 

计算机一级考试课程 金耘 机电工程系 7 0 10106 

（2）学生参与学习情况 

我校 796 门课程应用到学生学习中，总学生人数达到 178277 人次。因课程

性质，专业或者受众面的不同而差异较大。基础课部的课程应用到教学中的学生

参与人数最多，例如罗彩莲老师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累计有 26394 名学生参与学习。部分课程学生数量如下表： 

表 课程学生数 TOP20 

课程名称 建课人 院系 班级总数 学生总数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8

版） 

罗彩莲 基础课部 160 26394 

走进桥梁 余丹丹 建筑工程系 33 20035 

创想课堂 罗彩莲 基础课部 1 17767 

形势与政策 杨艳妮 基础课部 334 13004 

计算机一级考试课程 金耘 机电工程系 17 101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陈秀兰 基础课部 104 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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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运动与保健 叶继强 基础课部 28 4230 

大学英语 胡志红 基础课部 78 4159 

水力学 胡天舒 水利工程系 17 3977 

零基础学企业管理 梅爱冰 商贸管理系 23 326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杨艳妮 基础课部 68 2928 

信息技术 金耘 机电工程系 5 2552 

沟通与口才 严军 商贸管理系 21 1944 

水情水文化 黄泽钧 水利工程系 44 1833 

水工认识实习----陆水蒲圻水

利枢纽 

胡天舒 水利工程系 46 1772 

创业实务 陈中利 商贸管理系 11 1637 

大学英语 2（点击职业英语

3） 

陈敏 其他院系 40 1327 

建筑结构 胡天舒 水利工程系 27 132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陈秀兰 基础课部 9 1284 

电子技术基础（模拟+数

字） 

张芳 电力电子工程系 26 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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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课程学生人数情况 

 

3．课堂教学情况分析 

（1）课活动情况分析 

截止至 2019 年 6 月，我校师生共发起了 156344 次讨论，8328 次在线考核

（包括章节测验、作业和考试），13682 次课程通知，5862 次课堂活动（包括签

到、投票、抢答、选人、任务、评分、在线课堂和直播）。 

表 课程课堂教学情况 

课程数 发布作业数 发布测验数 发布考试数 讨论数 通知数 活动数 

796 5916 1156 1256 156344 13682 5862 

表 课程课堂活动详情 

签到数 投票/问卷数 
选人

数 

在线课堂

数 
抢答数 评分数 

任务

数 
直播数 

4096 283 736 14 593 39 52 49 

 

从下表的活动数排名看，陈秀兰老师创建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

程活动数最多，投入教学使用量相对很高。余丹丹老师的《走进桥梁》课程和罗

彩莲老师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率（2018 版）》的教学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0人 1-99人 100-500人 500-1000人 1000以上

课程学习人数分布



在线课程建设运行报告 

16 
 

情况也很好，两位老师分别发起了 293 次和 277 次课堂活动。从整体上看，我校

课堂活动的使用相对较多，有效的利用了学生喜爱课堂活动的学习特点，进而带

动了学生学习的热情。 

表 课堂活动数 TOP15 

课程名称 
建课

人 
签到 

投票/

问卷 

选

人 

抢

答 

评

分 

任

务 

在线

课堂 

直

播 

通知

发放 

活动

总数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

础 

陈秀

兰 

403 0 66 150 0 1 0 2 1421 622 

走进桥梁 余丹

丹 

158 29 16 67 2 5 2 14 281 293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2018 版） 

罗彩

莲 

180 5 54 31 1 0 1 5 359 277 

工程水文与

水利计算 

刘能

胜 

180 6 63 9 5 13 0 0 463 276 

发电厂电气

设备 

王春

民 

108 31 49 21 1 0 0 0 850 210 

土方与基础

工程施工 

李翠

华 

1 0 89 107 0 0 0 0 1 197 

水利工程造

价与招投标 

白金

霞 

130 4 25 17 0 0 0 0 104 176 

电子商务物

流 

吕丝

屏 

89 36 0 0 0 0 0 0 46 125 

电气运行 丁官

元 

102 10 3 7 0 0 0 0 23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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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支付与

结算 

吕丝

屏 

121 0 0 0 0 0 0 1 42 122 

公路测设技

术 

余丹

丹 

63 2 7 14 8 0 0 16 96 110 

装饰材料与

工艺 

张佳

妮 

108 0 0 0 0 0 0 0 1 108 

大学英语南

校区 

何凌 76 14 12 1 0 0 0 0 385 103 

消费者行为

分析 

杨扬 100 0 0 0 0 0 0 0 6 100 

工厂供电 张励 54 0 4 37 0 1 3 0 55 99 

（2）课程讨论情况分析 

在线课堂平台，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教学交流的平台。学生通过在平台中与

同学进行互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网络学习的孤独感，指导教师也能通过讨

论区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形成良性互动。 

表 课程讨论数 Top20 

课程名称 建课人姓名 总讨论数 教师讨论数 学生讨论数 

水情水文化 黄泽钧 33625 35 33590 

走进桥梁 余丹丹 31680 402 31278 

零基础学企业管理 梅爱冰 27877 40 27837 

健康运动与保健 叶继强 11513 11 11502 

工程水文与水利计算 刘能胜 9163 214 8949 

《高等数学》 黄敬发 6896 47 684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陈秀兰 4174 89 4085 

沟通与口才 严军 4134 19 4115 

公路测设技术 余丹丹 3811 72 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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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 刘能胜 3238 103 3135 

工厂供电 张励 2843 31 2812 

电气运行 丁官元 2466 116 235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2018 版） 

罗彩莲 2070 103 1967 

电力系统自动装置 丁官元 1399 75 1324 

发电厂电气设备 王春民 1276 3 1273 

水利水电工程造价案例 张志刚 1202 109 1093 

顶岗实习——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

业 

胡天舒 944 116 828 

水工建筑物 胡天舒 784 12 772 

《线性代数》 黄敬发 765 290 475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张励 625 9 616 

 

三、 运行名师名课 

1.《走进桥梁》 

该课程创建于 2017 年 11 月，目前开放于学银在线平台进行课程运行。本课

程主要是为了适应现代高速发展的交通行业，在国家“一带一路”政策思想的大

方向下，进行了课程内容整编，展现了桥梁的发展历史、明星桥梁鉴赏、桥梁的

建设技术等内容。在线上的学习课堂中，学习者能够对桥梁结构、施工技术有所

认识。 

课程内容目前有 254 个视频，视频时长 6831 分钟，测验和作业的习题总数

692 道，考试题库总数 1077 道，非视频资源数有 10 个，课程公告总数 222 次。 

截止 2019年 6 月 25日，课程运行四期，共有 197所不同院校的 17752名学

生选修。教学过程中，老师与学生线上进行交流互动，讨论区的发帖数共有 22379

个（师生），余老师通过讨论、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网络学习的孤独感，也通



在线课程建设运行报告 

19 
 

过讨论区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图 学银简介界面 

 

图 师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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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访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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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成绩统计                          图 学情统计 

 

图 讨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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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词云 

2.《发电厂电气设备》 

本课程由王春民等 8 位老师于 2017 年 5 月共同创建，内容共有 8 大模块，

设置 125 个任务点，均为视频资料。在课堂上，各位老师使用一键签到，逐渐建

立起课堂出勤制度，通过选人、抢答等课堂活动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将形成性

评价纳入课堂评价体系，同时促使学生主动展示自我以获得成就感。教师还通过

讨论等加大师生互动，加强对学生的的学习监督。 

 

图 课程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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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课程学习界面 

 

 

图 学生访问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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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学生成绩分布 

 

图 学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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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与建议 

截至 2019 年 6 月，我校教师对在线课程的建设方法都已基本掌握，并且也

积极应用到教学中。更有优秀的教师将自己的课程上线到学银在线开放学习平台，

吸引了更多外校学生和社会人士学习。 

综上，我校在线课堂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在新一代网络教学模式下，实现

了个性化、因材施教的高效教学管理模式，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重大变革，突破

了传统"面授的教学局限，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跨时间、跨地域的互动交流平台，

让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体验新一代网络教学所带来的高效和便利。超星将一如既

往为学校提供教学支持。 

1．智慧教务系统 

大数据时代，让教学领域的实证研究成为可能。利用大数据可以整体分析本

校课程的建设和使用情况，并根据分析采取相应的措施，进一步提高我校教学质

量，大数据分析作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数据，因此建议学校能提供完善的教师、学

生、院系等匹配信息，增加数据分析的准确性。 

2．教学校课程建设建议 

（1）团队共建共享。对于可以共用的课程，如公共课程（思政课、大学英

语、体育课等），可以多位老师共同建设，避免重复建设并可以加快进程； 

（2）资源富媒体化。平台提供了富媒体编辑器，支持视频、图片、文档、

音频、图书等多种资源的在线编辑，利用现有的资源可轻松打造丰富的课程内容； 

（3）课程门户丰富化。每门课程应有负责人介绍、课程介绍、教学大纲、

预备知识、教学辅导、参考资料、考核方式、在线作业、在线题库和在线答疑等。

课程设置应与本校课堂教学的要求相当。 

（4）课程建设本着促进学生学业发展需要。建议老师更好地将自己的课程

特色与在线课程学习平台进行结合，量身定制适合学生的课程，从而有效实现学

生学习的选择，以及促进学生学科特长发展。 

3．学校课程运行建议 

（1）课程建设完整，投入运行，老师的教学安排应随着教学模式的更改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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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改变，确定教学模式；（纯网络教学、线上+线下、辅助传统教学） 

（2）根据慕课的运行模式，老师需按照自己的授课计划在平台上设置好相

应的权重（成绩占比），平台会自动记录学生的学习成绩； 

（3）为了真正使课堂活动有效帮助学生掌握所学的知识与技能，持久提高

课堂教学效果，建议教师精心设计具有内在联系的教学课堂活动，利用移动互动

工具量化记录学生平时表现，从而使学习朝着教师努力的方向发展，。 

（4）课程的运行，为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老师需更多关注平台上学生的

学习情况。平台的统计模块，从宏观到微观的记录着每个学生的学习数据。同时

学习通为老师和学生提供了学习的便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