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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疫情形势下，在线教学组织与督导对于各高职院校而言很具挑战性。本文从教学督导的角度出

发，对目前开设在线课程的现状、问题、不同平台的差异及督导方式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优化线上教

学的应对策略与提升管理水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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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on Online Teaching Supervis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ke Nanjing City Vocation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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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epidemic situation, the online teaching organization and supervision are very challenging 

for al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ing supervisio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optimize online teaching and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regard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online courses, problems,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platforms, and supervis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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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春季学期各

高职院校开学安排计划、教学组织与实

施、教学督导方式等一系列工作安排都

临时进行调整。教育部要求：停课不停

教、不停学；保证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

落实教学任务。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在省

内率先按期推进在线教学安排，还在教

学质量管理上进一步落实在线听、评、

教的督导新模式。教师线上授课、学生

异地远程参与线上课堂、督导网络在线

督教督学。督导教师远程线上督导，评

价、汇总与反馈，助力线上教学顺利开

展，确保师生的教与学有序推进，同时

还要保质保量地完成。 

1 在线课程的现状 

笔者作为教学质量督导人员，自学

校开展线上教学后，先后参与了全校60

多位专兼课教师的在线督课，近90 轮次

的在线听课记录。综合全校150余名教师

的线上督导评价反馈，大部分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秉持职业教育信念和立德树人

的校训，党员教师能够主动担当，迎难

而上，深入系统地研究在线教学方法及

普及应用，确保学生在线学习参与的积

极性。大部分教师在课前准备阶段将课

程授课计划表、教案及相关案例素材在

学习通工具上发布。课程正式开始，教

师通过超星平台、腾讯课堂等平台进行

直播教学；课程结束后的线下学习中，

教师也及时分享课程各章节知识点资源

来帮助学生进一步拓展提升。教师在授

课过程中对线上授课平台地熟练运用，

诠释了课程内容重难点分步骤地讲解与

分析、回顾与伏笔、讨论与交流、总结

与归纳等功能。大部分学生在线上课堂

学习过程中参与积极，认真听讲，还不

时与授课教师进行形式多样的交流互

动，大部分班级的在线课堂氛围较为活

跃，学校提供的校园通讯网络也为各线

上平台的教学稳定与沟通保驾护航。从

教学督导与教师、学生的课后交流反馈

中，我们梳理发现存在一些问题已影响

到教学督导职能的正常发挥，急需解决。

问题如下： 

（1）线上教学过程中，因教师与学

生分布在不同的地域，加之在线教学平

台不完全统一就仓促上线，影响了师生

课堂正常沟通。在督导过程中，笔者了

解到学生学习成效及师生之间配合会因

一方的设备操作问题及网络流量而受影

响，进而大幅延缓了课程正常进度的有

效参与与推进。 

（2）师生互动交流不够。使用中国

慕课的课程，因线上平台提供的课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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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业人培计划设置的课程目标、素质

与技能要求存在一定差异，教师也无法

及时提供后续答疑，从而影响学生该课

程后期的学习。 

（3）学生参与线上课程的状态难以

全面监管。学校推荐的线上平台并不具

备充当教学主场，部分功能还需进一步

完善，如学生与教师的实景画面在网络

中需要相互呈现，即学生可以观察到教

师的一言一行，教师也能从全局监管到

课学生真实的学习态度、情绪状态，而

不是毫无意义的平台图标显示和统计数

字的动态变化。 

2 在线授课的建议 

疫情特殊形势下，教学场所和教学

形式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这给教师和

学生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教师线上授课

与学生远程听课的同时，以下就如何提

升在线教学质量确保教学效果提出几点

建议： 

2.1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到

扬长避短 

对于超星平台上传准备好的音视频

材料，教师在线上教学时，要按预先计

划控制好课堂的节奏，对课程中重难点

部分进行录屏与讲解。教师在PPT制作过

程中，要对图片和文字进行精选及反复

推敲。如果原始素材的质量很高，经过

精心制作再加入讲课的头像视频，即可

升级到独立SPOC课水平。如果只是照本

宣读然后添加人声和PPT，这种线上课程

资源即使提供给学生学习，也不会有高

质量的互动交流，不过有些教师会将这

作为课前课后学生自学或者网络故障下

教学的备选方案。 

中国慕课大学平台提供的资源大部

分都是较为成熟的资源，这种已经录制

好的优质视频内容都是经过精心加工

的，视频质量相对比较高。需要教师在

课前做好相应准备，提前熟悉视频的全

部内容。如果教师线上授课时让学生观

看也没有问题，问题症结之处是如何合

理科学的在学生学习视频内容时做好督

学，如何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除了目

前大部分教师采用的填鸭式灌输加问题

讨论的方式，笔者认为还可根据课程内

容的知识点、难易程度、扩展知识等进

行必要的补充与完善。 

另外，笔者认为以上这两种在线授

课方式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目前大部

分学校都采用线上教学，但在实时授课

过程中，教师只是发一些简单的互动题

目，学生通过电脑或手机机械回复，这

种模式违背了教育的初衷。教师可以采

用提前录好的音视频供学生线下提前

进行学习，需要强调的重难点部分内容

在通过线上视频讲解及学生交流互动

讨论。 

2.2提倡教师出镜授课增加真实感 

当前大多数教师利用超星平台、腾

讯课堂等平台进行线上教学，利用腾讯

课堂、QQ直播、实时音视频链接进行内

容讲解、重点讨论、互动答题。教师能

够熟练操作平台的各项功能应用，但需

注意的是一些教师在线上教学中忽视了

学生的感受，没有及时对线上课堂的知

识点内容进行串联整合归纳以及进一步

深入拓展，不能及时在平台上答疑学生

提出的问题。这种现象必须要得到重视，

加以关注并进一步改进和提高。笔者提

倡授课教师画面出镜进行在线教学，主

要考虑到以为人师表的精神面貌面对学

生。教师当面亲切问候、当场解决学生

的疑问，不仅给学生一种亲切感与真实

感，还可以以身作则给学生示范。教师

出镜在线视频教学的优势在于彼此实时

的交流沟通，能够拉进距离感和亲近感，

提高学生受重视的程度。 

2.3加强对学生的关注 

教师在线授课时，与学生之间形成

一种虚拟的课堂环境。当教师在线上教

学中无法获得学生有效反馈时，必须要

考虑学生为什么不愿意学，并进行协调

解决。 

（1）教师在安排在线授课时，要能

够充分考虑到高职教育教学发展规律和

学生性格特征，对课堂讲解时间进行优

化管理，并适当安排短暂休息，以减缓

学生的疲劳感。教师可安排与课程相关

的问卷调查，增加学生的参与感。 

（2）在线上教学过程中，教师作为

引导者，要能够巧妙地提高学生参与课

堂的积极性。授课教师可根据学生的网

络情况、表现状态、在线统计数据等信

息恰当地穿插练习、讨论、交流等活动

对课堂知识要点进行巩固。 

（3）教师在总结课程当天的要点

时，需及时在超星平台、企业微信布置

安排线上作业及示范拓展实训，对学习

情况进行必要的考察反馈。 

（4）通常各在线教学平台都有签到

记录、听课时长记录、考勤记录等功能

设置，教师在上课使用平台数据统计时

也都能实时了解学生在线、离线情况。

上课时还可以随机点名抽查或直接点号

回答问题，这对于那些在线但不参与的

学生能起到震慑作用，也能侧面督促学

生规范自我行为。 

3 结语 

自疫情防控以来，在线教学活动的

组织与开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

战，也在倒逼高职院校教学管理者和教

学活动参与者能因时而变。教学督导作

为教学质量把控的重要环节，在这个阶

段更需紧跟形势变化，时刻为教学质量

稳步提升与教学管理科学化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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