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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思政元素的程序设计基础课程在线教学设计

与实践

郭艳燕

（ 烟 台 大学 计算机与控制 工程学 院 ，
山 东 烟 台 ２６４００５  ）

摘 要 ： 针对在线教学 的 系统性特点 ，
提 出

“

教学设计—教学 实施—教学优化
”

的 总体框架 ， 阐述融

合思政元素和信息技术的专业课程在线教学设计方法 ，
结合烟 台 大学 的教学 实 际 ， 介绍程序设计基础

课程在线教学的 实施过程 ， 最后通过数据说明教学效果 ， 并基于效果总结教学优化措施以及开展在线

教学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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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引 言

一线教师是高校实施在线教学的主体 ， 如何

在疫情防控时期将
“

在线教学
”

这一事关学生发

展的应急性决策落实好 ， 是每一位教师所面临的

新任务 ，
也是新挑战 。 教师必须站在学生健康成

长和多方面能力发展的角度 ， 结合课程特点 、 学

生特点综合设计在线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案
［
１

］

， 不

仅要关注学生的专业知识教授 ， 而且要关注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 ，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实现

家庭、 学校， 社会三方协隨人 。

１ 程序设计基础课程在线教学的总体框架

在线教学 的开展

是一个系统工程 ， 强

调
“

教学设计４教学

实施４教学优化
”

这
一渐进式的螺旋过程 。

教学设计是对教学本

身进行的系统计划过

程 ， 教学实施是遵循

教学设计的系统实践

过程 ， 教学优化是根据教学反馈进行的系统改进

过程 。

在线教学的开展需要结合课程特点 ， 程序设

计基础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 旨在培养学生的

计算思维能力 、 程序设计能力 、 问题分析和解决

能力 。 在疫情防控阶段 ， 不仅要开展理论课程的

在线教学 ， 而且要开展实验课程的在线教学 。 程

序设计基础课程在线教学的总体框架如图 １ 所示。

２ 程序设计基础课程在线教学的设计

疫情防控期 的在线教学与往常 的线下面对

面课堂教学有很大不同 ， 由于空间距离感的存在

以及周围学习气氛的缺失 ， 优质的在线学习需要

教学本身进行的系统计划过程

根据教学反馈的系统改进过程

图 １ 程序设计基础课程在线教学的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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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

Ｊ 播ａ 曰片的施？
知识 目标 、 敁力 目标

叫 教学 目标的确疋Ｉ价俾 戸标

 ■—

思政内谷

Ｈ 在线教学资源的准备和实验环境搭建
－

？ 为学生准备电子版教材与参考书籍
？

选择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校外优质资源
？ 充分利用校内 已建好的在线课程资源
■ 提供上机实验软件 ， 帮助学生搭建好实验环境
？ 建设在线题库

一 在线教学方案的选择
－选择在线教学模式
－

选择直播平台和在线交互工具

一 在线教学活动的设计

ｊ里论在线教学活动
－实验在线教学活动
－课下在线教学活动

使用腾讯课堂 、 网络教学平台

使用 ＱＱ课程群 、 网络教学平台 、 ０Ｊ平台

使用网络教学平台 、 问卷星 、 ０Ｊ平台

辦习任麵驗撕设计啤ｇｇｇｓｓ 雲識
＇

： 雲Ｉ蠢嘗 ： 麵ＩＩ
、 课麵

教学與施

鮮优化

「 准雛段

理论课在线＿孝实践

实验课在戮鮮实践Ｈ 織阶段

纖麟 ｈ賴畴顯 Ｔ？娜鑛寬 ， 姆細试 、 作业喊鑛繊娜麟角 ：度纏靡

逋迓＿争＃＿不断进行教拳鐵泰的迭伐魂班

图 ２ 程序设计基础课程在线教学过程

２ ． １ 教学 目标的确定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 ， 要坚持以
“

知识

传授 、 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相统一
”

的原则设置

教学 目标 ， 包括专业知识 目标 、 专业能力 目标和

价值 目标 ， 将在线教学和课程思政统筹起来 。 在

遵循基本教学时间安排的 同时 ， 应恰 当分配好
“

教
”

和
“

育
”

以及
“

学
”

和
“

习
”

的时间与内容 。

２ ．２ 教学内容的重构

教学内容的重构包括专业知识内容和思政内

容 。 教学 内容用来实现知识和能力 目标的培养 ，

将专业知识教学内容划分重难点 ， 并对课后作业

设置梯度 ， 划分为基础题和进阶题 ， 在掌握基

础后实现有针对性的拔尖 ， 满足不同能力学生的

需求 。 思政内容用来开展课程思政 ， 实现价值 目

标的培养 ， 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知识的教学过程

中 ， 可以充分利用疫情防控期间各岗各业的职业

担当 、 众多的平凡英雄 、 全国人民 的团结向上、

国家的英明决策 、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等思政

点 ， 对学生进行爱党 、 爱国 、 爱人民和爱社会主

义的教育 ， 进行正确价值观的引领 。

２ ． ３ 在线教学资源的准备和实验环境搭建

以校 内 已经建成的程序设计基础在线课程

为主 ， 以校外优质资源为辅 ， 提前做好教学资源

的筛选 ， 做到少而精 。 教材采用本校老师 自编教

材 ， 参考书籍使用谭浩强老师编写的 《 Ｃ 程序设

计 （ 第五版 ） 》及 《 Ｃ 程序设计学习辅导 》 ， 并为

学生推荐了浙江大学翁悟老师在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

上的国家精品课程
“

程序设计人门——Ｃ 语言
”

。

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 ， 各大新闻出版社提供免费

的电子版教材和参考书籍 ， 解决了学生无教材的

问题 。 通过提供编程软件并帮助学生完成实验环

境的搭建 ， 消除学生无法在家开展实验的 困扰 。

另外 ， 建设细分到知识点的在线题库 ， 不仅便于

学生进行学习效果的 自主检测 ， 而且便于教师获

取教学效果反馈 。

２ ．４ 在线教学方案的选择

首先完成对教学对象的分析 ， 不仅要关注学

生已有知识的储备、 能力水平 、 学习需求 、 心理

状态 ，
而且要关注学生居家的学习环境 、 学习设

备 、 网络通畅情况、 上机实验条件等 。 通过问卷

调查形式进行全面摸底 （ 见表 １ ） ， 通过问卷结

果获知班级全部学生都具备在线学习和实验的条

件 ， 然后对多种在线教学模式进行分析比较 （ 见

表 ２
） ， 确定教学模式 ， 并综合调查结果、 网络

情况 、 学生规模 、 教师和学生使用习惯等 ， 选择

直播平台 、 在线教学平台和开展线上活动的智慧

学生具备低监督下的高度 自 主性 ， 优质的在线教

学需要教师具备穿越时空的课堂控制能力 ［
２

１

， 想

要达到这一优质 目标 ， 需要学生和教师的共同努

力 ， 需要技术与环境的保障 ， 更需要进行系统科

学的教学设计 。 好的教学设计是顺利实施在线教

学的基础 ， 需要完成图 ２ 所示的多个任务 。

程

序
设
计
基

础
课
程
在
线
教
学
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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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程序设计基础课程开展网上教学前学 习条件具备情况调查

调查内容 对应选项

１ ． 要开展网上教学 ， 需要具备一定的学习设备条件 ，

请问你进行网上学习的工具有哪些

Ａ ． 电脑和手机
Ｂ ． 仅有手机 ，

没有电脑

Ｃ ． 两样都没有

２ ． 要开展网上教学 ， 需要具备通畅的 网络环境 ， 请
问你进行网上学习具备的网络条件有哪些

３ 请问你在家是否有电脑可 以编程 ， 是否可以在 ０Ｊ

平台上提交代码

４ ． 如果可以 网上学习 ， 你希望老师用什么样的教学

方式

Ａ ． 有家庭网络 ， 随时上网没问题 ，
可以进行网上学习

Ｂ ． 无家庭网络 ， 但手机流量足够 ， 随时上网没有问题 ，
可以进行网上学习

Ｃ ． 无家庭网络 ， 但手机流量有限 ， 随时上网满足不了 ， 随时上网学习受限

Ａ ． 有电脑可以编程 ， 并可以在 ０Ｊ 上提交代码

Ｂ ． 有电脑可以编程 ， 但没有网络 ，
不能在 ０Ｊ 上提交代码

Ｃ ． 没有电脑 ，
无法编程

Ａ ． 网络直播 （ 通过腾讯课堂 、 腾讯会议等 ， 需要下载对应的客户端 ）

Ｂ ． 录播但不直播 （ 通过网络教学平台 ， 学生随时可登录观看 ）

表 ２ ３ 种典型在线教学模式的对比
［

３
］

对比项 网络在线课程 网络直播教学 学生 自主学习

支持媒介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时间 同步性 异步 同步 异步

覆盖范围 视权限而定 ， 有小有大 小规模 小规模

稳定性 较稳定 较不稳定 较稳定

学习形态 教师主导 ， 学生主体 教师主导 ， 学生主体 学生主动学习

师生 水平 —般 较强 较弱

社会临场感 一般 较强 较弱

建议应用阶段 高等教育为主 作为补充措施 ，
可应用到各阶段 所有在线教学都涉及 ，

可应用到各阶段

工具来制订教学方案 ， 给出备选方案 。

程序设计基础课程的在线教学方案 ： 课上

以 网络直播教学为主 ， 线上实施 以教师为主导

的讲授式 、 讨论式教学方式 ， 使用在线交互工具

开展教学互动 ； 课下为学生提供任课教师录制的

细分知识点教学视频 ， 并推荐与知识点相关的校

外在线视频和电子资源 ， 课下实施学生 自 主学习

方式 ， 使用 ＯｎｌｉｎｅＪｕｄｇｅ（ ＯＪ ） 平台 自 动评测系

统对作业和实验中程序代码的正确性进行 自动评

阅 ， 使用网络教学平台 中的在线测试功能实现知

识点掌握程度的检测和反馈 。

２ ． ５ 在线教学活动的设计

使用腾讯课堂 、 ＱＱ 课程群 、 网络教学平

台 、 ＯＪ平台 、 问卷星开展教学活动 。 鉴于腾讯

公司商业平台 的稳定性 ，
理论课程教学使用腾讯

课堂 ， 腾讯课堂 白板功能有利于使用画图方式帮

助学生理解抽象知识 ， 举手和答题卡功能利于开

展师生交互 ， 视频 回放功能方便学生课后再次

观看 ； 鉴于学生 的交流习惯 ， 实验课程教学使

用 ＱＱ 课程群 ， 使用屏幕共享 、 群语音通话和学

习文档共享 ， 便于实现在线答疑和小组间 的讨

论 ； 鉴于网络教学平台 已建成的在线课程资源和

多种教学辅助功能 ， 使用网络教学平台开展题库

建设、 在线测试和实验报告的提交和保存 ； 鉴于

ＯＪ 平台 的 自 动评测和统计功能 ， 实现课后编程

作业的提交 、 查错和批阅 ； 鉴于问卷星强大的问

卷功能和分析功能 ， 使用问卷星开展开课前、 开

课过程、 结课后的匿名 问卷调查 ， 便于开展教学

效果的问卷反馈 。

２ ． ６ 在线学 习任务和实验任务的设计

在线教学比线下课堂教学更需要考虑细节 ，

每节课前都需要设计明确且细致的学习任务单和

实验任务单 。 以
“

指针与数组
”

知识点为例 ， 学

习任务单的设计见表 ３
， 通过明确知识点的学习

目标 、 学前准备 、 学习资料 、 课后练习 ， 引导学

生完成课前 、 课上和课后持续的学习环节。 实验

任务单的设计见表 ４
，
通过明确实验 目标和实验

任务 ， 引导学生按照实验要求完成实验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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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指针与数组
”

学习任务单

学习 目标 课前准备 学习资料 课后练 习

１ ． 了解数组元素的几种访问形

式 ，
理解一维数组名 的含义和

类型 ， 掌握如何使用指针变量

访问一维数组元素 ，
理解指向

数组元素的指针移动和运算的

含义

２ ． 掌握如何使用指针访问二维

数组 （ 通过普通变量指针和行

指针 ） ，
理解二维数组名 的含

义和类型 ， 理解行指针与二维

数组的关系

３ ． 掌握通过指针做函数参数实

现对实参数组的访问

１ ． 复习函数调用时实参和

形参之间 的值传递关系

（ 普通变量做 函数参数 、

数组名做函数参数 ）

２ ． 复习一维数组、 二维数

组的定义和使用
３ ． 复 习 指针变量 的 使用

（ 定义指针变量 、 给指针

变量赋值 ，
通过指针变量

间接访问所指向的变量 ）

１ ． 课件 第六章 指针与一维数组

课件地址 ： ＱＱ课程群 、 网络教学平台
２ ． 教材 周世平 《 Ｃ 程序设计教程 》

教学视频 ： 网络教学平台的播课单元

６ ． ３ ． ３ 

—维数组和指针

６ ． ３ ．４ 二维数组和指针

６ ．６ ．４ 指针做函数参数
３ ． 参考 谭浩强 《 Ｃ 程序设计 （ 第五版 ） 》

教学视频 ： 文泉课堂的教学视频

８ ． ３ 通过指针引用数组

■链接
ｈｔｔｐ

ｓ ： ／／ｗｗｗ ．ｗ
ｑ
ｋｅ ｔａｎ

ｇ
． ｃｏｍ／ｃｏｕｒｓｅ／８ ８０９ １

１ ．０Ｊ 平台２０２ ． １ ９４ ． １ １ ９ ． １ １ ０指

针基础一指针与数组 （ 上机

编程 ）

２ ？ 谭浩强 《 Ｃ 程序设计 （ 第五

版 ） 》学习辅导

第 ８ 章 善于利用指针 （ 阅读 、

上机编程 ）

３ ． 网络教学平台
“

指针与一维

数组
” “

指针与二维数组
” “

指

针做函数参数
”

知识点的在线

测试

表 ４
‘ ‘

指针与数组
＂

实验任务单

实验 目标 实验任务 １实验任务 ２ 实验任务 ３

１ ． 理解指针的移动和运算 ， 掌握对一维数

组元素访问的多种方法 ， 包括下标法和指

针法 （ 指针移动法和指针不移动法 ）

２ ． 掌握对二维数组元素访问 的多种方法 ，

包括下标法 、 列指针法 （ 列指针移动法和

列指针不移动法 ） 和行指针法 （ 行指针移

动法和行指针不移动法 ）

３ ． 理解数组做函数参数与指针变量做函数

参数的相同点和区别 ， 会使用指针变量做

形参的函数 ， 实现对主调函数中数组元素

的访问 ，
包括一维数组和二维数组

１ ． 实验 内容 ： 完成 １ ０ 个

数组元素的逆向输出
２ ． 实验要求 ： 在主 函数

中 采 用 ３ 种 方法 实 现 ：

数组下标法 ； 指针不移

动法 ； 指针移动法

１ ． 实验 内容 ： 输人 １ ０ 个

无序的整数 ， 通过排序实

现从小到大的排序并输出
２ ． 实验要求 ： 要求用 ３ 种

方法实现 ： 在主函数中直

接排序 ； 使用数组做形参
的函数实现对主调函数中

数组的排序 ； 使用指针做
形参的函数实现对主调函

数中数组的排序

１ ． 实验内容 ： 通过键盘为二维数

组元素赋值 ， 然后按行依次输出

这个二维数组的元素值
２ ． 实验要求 ： 要求用 ６ 种方法实

现 ： 数组下标法 ； 指 向普通变

量 的指针 （ 列指针 ） ； 指 向
一维

数组的指针 （ 行指针 ） ；
函数调

用法 二维数组做形参 ；
函

数调用法 列 指针做函数形

参 ；
函数调用法 行指针做函

娜参

３ 程序设计基础课程在线教学的实施与

优化

在线教学的实施包括 ３ 个阶段 ： 准备阶段、

实践阶段和反馈阶段 。

３ ． １ 准备阶段

准备阶段是正式开课前的试课工作 ， 检测网

速 ， 体验直播效果 ， 调试音量 ， 教师和学生提前

熟悉直播平台 、 网络教学平台 、 ０Ｊ 平台 、 ＱＱ 课

程群功能的使用 ， 并开展试课效果问卷调查 （ 见

表 ５ ） 。 准备阶段不仅仅是从
“

教师教学
”

角度出

发 ， 更是从
“

学生学习
”

角度出发 ， 体现出
“

以

人为本
”

的课程思政理念 。

表 ５ 程序设计基础课程在线试课效果调查

调查内容 对应选项

１ ． 通过周五的 ４０ ｍ ｉｎ 腾讯课堂直播课测试 ， 请问你的网络是否卡顿
Ａ ． 效果很好 ，

很流畅 Ｂ ． 效果 良好 ， 稍微卡顿
Ｃ ． 效果一般 ，

多次出现卡顿 Ｄ ． 非常卡 ，
不能看

２ ． 上网课的时候 ， 你会对老师提出的问题作及时响应吗 Ａ ？ 会 Ｂ ． 不会

３ ． 老师给大家提供了多种教材 、 教辅资料 ， 提供了与教材 、 教辅对应的教学视

频 ， 并明确了每周的学习任务 ， 你觉得会对你的学习有帮助吗
Ａ ． 有 Ｂ ． 没有

４ ． 如果网络直播出现问题 ， 你会及时配合老师 ， 采取其他学习方式吗 Ａ ． 会 Ｂ ． 不会

５ ． 如果直播 内容没有听懂或卡顿或其他原因 ， 你会课后通过观看 回放或者观

看老师给出的其他教学视频来补充学习吗
Ａ ． 会 Ｂ ． 不会

６ ． 在线教学和课堂教学各有利弊 ， 你能理解当前的状况并能克服一些困难来努

力做得更好吗
Ａ ． 能 Ｂ ． 不能

７ ． 你有信心在当前的时期通过在线学习把课程学好吗 Ａ ． 有 Ｂ ． 没有

８ ． 你觉得通过马上要开始的在线学习 ， 你将在哪些方面有所提高
Ａ ． 自控能力 Ｂ ． 自主学习能力 Ｃ ． 学习规划能力
Ｄ ． 问题解决能力 Ｅ ． 其他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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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实践阶段

实践阶段包括理论课程在线教学和实验课程

在线教学 。 理论课程与实验课程要做好在线教学

的衔接 ， 发挥各 自优势 ， 实现互补互助 ， 共同提

升程序设计基础课程的在线教学效果和质量 。

（ １ ） 理论课程在线教学使用直播方式 ， 在直

播过程 中注重在线交互次数的增加和交互活动

的多样性 。 通过腾讯课堂的举手 、 答题卡 、 讨论

区开展交互活动 ， 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 的参与

度 ， 而且可以帮助教师获取新知识点讲授前预备

知识掌握情况和新知识点掌握情况的反馈 。

理论课程在线教学交互活动实例 ： 初学者使

用指针变量时 ， 未给指针赋值就引用指针所指变

量会发生运行错误 ， 但该错误并不能通过编译器

检查出来 ， 为了让学生加深印象 ， 编写了一段包

含此类错误的程序代码 ， 使学生在线阅读代码后

通过腾讯课堂的举手功能连线 回答 ， 指出错误代

码位置 ， 说明错误的原因 ， 给出解决方案 。 通过

该方式 ， 可以引发学生深入思考 ， 加深知识的理

解和记忆 ， 积累经验 ， 避免此类问题的出现 ， 提

升知识点运用的正确性 。

通过课程 中 的讨论环节 ， 师生就某一 问题

进行深入探讨 ， 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倡导的
“

自 由 、 平等 、 公正
”

社会层面的价值

取向 ； 同时 ， 在课堂上将编程问题与现实问题对

应 ，

一方面强调
“

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
”

，

一

方面强调用科学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和解决问

题 ， 遇到问题不逃避 ， 要坚持不懈 ， 用正确且正

规的方法努力解决问题 。 另外 ， 借助
“

４ 月 ４ 曰

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
”“

４ 月 １ ５ 日 全民 国家安全

教育 日
”“

４ 月 ２３ 日 中 国海军生 日
”

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 ， 实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引领 ，

借助
“

４ 月 ２３ 日世界读书 日
”

开展终身学习教育 ，

这些都是课程思政的重要切入点 。

（ ２ ）实验课程在线教学通过 ＱＱ 课程群开展 ，

实验课前 １ ０ｍｉｎ 通过群语音通话布置实验任务和

要求 ， 提醒学生上机实践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

问题 ， 随后通过 ＱＱ 小窗开展
一对一学生答疑 ，

在实■结束前 １ ０ｍｉｎ 进行实验总结 ， 对实验过

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讲解 ， 力口深学生的印象 。

实验课程在线教学强调实验题 目 实现方案

的多样性 ， 不仅强调旧知识的巩固 ， 还强调新知

识的运用体验 ， 更强调新旧知识的分析 、 比较和

衔接 ， 使整个课程内容更成体系 ， 更利于引导学

生对教学内容的深度学习 。 在实验课程教学过程

中 ， 可以通过 ＱＱ 课程群讨论区开展头脑风暴 ，

将 自 己不 同 的实现方案用群接龙的方式列举出

来 ， 不仅有助于扩展思路 ， 而且利于激发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和 自信心 。

实验课程不仅需要关注知识内容的实践 ， 而

且要关注软件工程师职业素养的培养 。 软件代码

具有 良好的可读性是软件工程师基本的素养 ， 清

晰准确的代码文档是正规研发流程中非常重要的

环节 ， 因此实验课程强调实验报告撰写的重要

性 ， 在课程考核中也将实验报告内容作为一项评

价 内容 。 实验报告 内容包括问题分析、 程序实

现、 代码测试和实验总结 。 问题分析要求学生写

出分析问题的思路和算法 ， 用流程图的方式展示

出来 ， 培养学生的需求理解能力 、 问题分析和算

法分析能力 ； 程序实现要求学生书写上机编程测

试通过的代码 ， 要求程序代码结构和层次清晰 ，

有相应的代码注释 ， 培养学生的编程能力和规范

化 、 标准化代码编写习惯 ； 代码测试要求至少 ３

组以上测试数据 ， 包括正确数据 、 错误数据和边

缘数据 ， 培养学生的代码测试能力 ， 提升学生的

问题解决方案设计全面性能力 。 实验总结包括对

知识的总结 ，
Ｘｆ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

案 的总结 ， 对学习态度和学习行为 的总结和反

思 ， 从而培养学生的学习反思和总结能力 。 将软

件工程师职业素养引人实验课程 ， 在实验过程中

对学生的耐心指导和答疑 ， 都是课程思政实施的

重点 。

３ ．３ 反馈阶段

反馈阶段贯穿于整个教学全过程 ， 主要根据

学生对教学效果反馈的问卷调查、 在线课堂的交

互情况、 课后知识点的在线测试结果、 作业和实

验的完成情况 ， 进行在线教学反思 ， 及时调整教

学设计方案 ， 不断完善在线教学的实践过程。

３ ．４ 教学优化

教学优化需要根据实际教学效果来开展 ， 必

须对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 包括从教

师角度发现的问题和从学生 自身角度发现的问题。

（ １ ）教师角度 ： 通过学生 ｏｒ作业提交情况和

实验任务完成情况 ， 发现有 １ ５％ 的学生学习积极



２２

计 算 机 教 育
Ｃｏｍｐｕｔｅ ｒＥｄ ｕ ｃａｔ ｉｏｎ ２０２０

性和 自觉性不够高 ， 不能及时完成作业 ， 必须在

老师多次提醒和督促下才能完成。 通过知识点的

在线测试 ， 发现学生对于一些基础知识掌握得不

够牢固 ， 对问题的理解似是而非 ， 尤其是指针的

运用、 字符串的处理以及文件的操作部分内容 。

（ ２ ） 学生角度 ： 通过问卷星对 已运行 ８ 周

的在线教学效果进行问卷调查 ， 调查结果表明

８ ５ ． ３％ 的学生能够适应在线学习方式 ， 学生对课

程线上教学的总体满意度达 ９ １ ．２％
，８２ ． ９％ 的学

生认为老师布置的在线作业 （ ＯＪ 平台 的编程题、

章节测试题 、 实验任务 ） 题量适中 ， 能够按时完

成 。 学生认为 自 己对教学内容的掌握程度如图 ３

所示 ， 学生最喜欢的教学方式如图 ４ 所示 ， 学生

认为开展在线学习最有帮助的在线教学环节和教

学活动如图 ５ 所示。 学生认为影响在线学习效果

的关键因素是在线学习缺少学习氛围 、 自身缺少

自控能力和 自主学习能力 ， 另外网络环境不通畅

和居家环境也对在线学习效果有所影响 。

掌握小部分
２ ．９４％

餘＿＿
２ ． ９４％

觉全攀握
５ ． ８９％

图 ３ 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程度 图 ４ 学生最喜欢的教学方式

ＯＪ平台题 自

老 丨職供的聰鑛

老师的截＿

老师录制的教孛巍频

Ｊ机实验任努輪验驗

拿侧臟

课上讨舰答題

课上选择题容题卡

老师狼荐的慕课和在续课程 ：

７９ ． ４ １％

７６ ．４７％

图 ５ 学生认为开展在线学 习最有帮助的在线教学环节和教学活动

为了解决学生学习 自 主性不高的问题 ， 应在

强调过程考核重要性的同时 ， 加强对学生学习 的

引导 、 监督和管理 ， 对学习态度有问题的学生进

行私下沟通了解情况 ， 加强鼓励 ， 给予个别指导

和帮助 ， 适当延长提交作业的时间 。 为了解决学

生在线学习缺乏氛围的问题 ， 建议学生划分小组

实现组 内互帮互助 。 为了解决学生基础知识掌握

不牢的问题 ， 在加强在线答疑的同时 ， 给学生制

作在线测试题 目解析 ， 并对普遍不理解的问题进

行收集汇总统计 ， 然后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 。

在线教学过程不是直线进行 ， 而是螺旋式进

行 ， 需要不断进行教学过程的迭代改进 ，
不断发

现问题、 解决问题 ， 不断进行在线教学优化 ， 从

而提升教学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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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开展在线教学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 １ ） 在线教学会比课堂教学具有更多的不可

控性 ， 需要教师随机应变 ， 提前做好预案 ， 随时

动态调整 。

（
２

）教师需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在线学习规

律 、 学习时长、 学习心理和生理特点 ， 以开展在

线教学 。

（ ３ ） 强调在线学习情况的跟踪 ， 重视在线教

学效果的观察与收集 。

（ ４ ） 在线教学强调信息技术、 互联 网技术、

教育教学方法、 课程专业知识、 思政知识等多方

面的融合 ， 教师教学能力是基础 ， 教学设计与实

践是核心 ， 技术与环境是保障 。 教师需要不断提

升 自 己 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和课程思政能力 ， 才能

更好地实现教学 目标 。

（ ５
）教师在开展在线教学模式探索和实践的

同时 ，
还要不断探索疫情结束后课堂教学与线上

教学的有机结合 。

５ 结 语

虽然疫情防控期间的在线教学不同于课堂教

学 ， 但是前期开展的一系列程序设计基础理论课

程和实验课程的混合式教学和翻转课堂教学
［

４
＿

６
］

，

都为本次开展在线教学积累了宝贵的在线资源和

教学经验 。 通过 ８ 周的在线教学 ， 学生和教师都

已经适应了当前的教学模式 ，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也有所提高 ， 期待通过不断的教学优化 ， 取得更

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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