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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工作
简 报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 第 6 期 （总第 255 期）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处 编印 2020 年 3 月 16 日印发

本期内容： 开学第四周——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在线教学质量分析报告

开课第四周——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教学质量分析报告

疫情防控期间，我校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落实河南省教育厅

“严格质量，严格标准”要求，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质量过硬

的在线教学活动。在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在全体师

生“不停教、不停学”的共同努力下，学校 2020 春季学期在线教学

持续平稳运行，教育教学逐步实现由“保运行”向“提质量”过渡。

一、教学持续平稳运行，教学效果凸显

（一）在线课程开课情况

根据教学计划，进度安排比较靠后的部分课程及部分实践课程陆

续开课。第四周开课课程共4733门次，相较第三周，增长率为14.89%。

其中公共课 1053 门次，专业课 3578 门次，通识课 102 门次。相较第

三周，分别增加 125 门次、477 门次、10 门次。本周在线授课教师

2675 人次，相较第三周，增加 304 人次，与第三周的增长率基本持

平。在线授课 9790 个学时，比第三周多 1059 个学时，增长率比第三

周稍高。在线学习学生达到 234335 人次，相较第三周增加 25785 人

次，在线自主学习 3218 人次，与第三周基本持平。学生到课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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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5%，与第三周保持一致。数据表明，我校教学工作已逐步步入正

轨，更多的课程稳步以在线教学模式开展。

图 1：第四周与第三周开课门次数比较

（二）平台使用情况

本周教师仍然使用多种授课平台开展在线教学，其中 QQ、微信

及智慧树、钉钉的使用率高。随着教学开展，教师已经找到了适合自

己和学生的教学平台。

图 2：第四周与第三周使用平台情况比较

（三）教师授课方式

教师采取线上线下混合式授课、直播授课合计占比为 96.40%，

相较第三周上升 0.18%。视频点播授课模式下降 0.02%。为了吸引学

生注意力，提升学生学习效果，越来越多的教师采用了直播等更加生

动的教学方式。这和学生代表“云座谈”中提到的最喜欢的教学模式

是混合式和直播式的意见相一致。



第 3 页 共 9 页

图 3：第四周与第三周教师授课方式变化

从以上数据来看，本周的教学运行已步入正轨。但在教学中，核

心不是如何“教”，而是有效的“学”，学生的学习成效才是教学质

量。接下来如何实现线上线下教学质量实质等效，是需要教学管理部

门、学院及各位教师共同认真思考的、最迫切问题。

二、层层抓落实，教学组织有力

（一）鼓励教师研究在线教学

在教学运行已经稳定的前提下，学校鼓励教师对线上教学进行专

项研究。在研究中提高对在线教学的再认识，以研究成果促进在线教

学质量的提高，实现教研相长。

图 4：教师专项研究成果颇多

（二）学院统筹安排，工作开展有序

1.各二级教学单位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在线教学运行稳定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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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创造性的完成各项工作。商学院遵循

线上教学规律，在线下安排固定时间表帮助学生答疑，并针对每天课

程，建立学院、教研室、督导组和学生干部四位一体的教学监控反馈

体系。信息工程学院制定督导工作方案，采取信息收集—反馈—总结

—指导的循环教学帮扶模式，加强督导组的听课力度，重视教学信息

员的及时反馈。音乐学院多措并举，为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开展寻

找“最美网课笔记”评选等活动。

图 5：学生参选“最美网课笔记”部分作品

2.国际留学生的在线课程开展火热。由于时差及网络信号等问

题，留学生无法参加直播课程和全部参加点播课程学习，对此，国际

教育学院的教师录制速课、微课，并在上课之前发给学生，学生可随

时随地反复观看。同时，教师随时线上答疑，布置多样化的作业。根

据学生的掌握情况，合理调整教学计划。对于确有困难的学生，计划

返校后采取线下学习线上补课的方法进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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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教师深夜辅导留学生学习

（三）教研室组织听课、帮扶

教研室充分发挥基层教学组织的作用。教研室集体备课，各成员

间相互听课，相互帮扶，共同探讨在线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三、督导并举，闭环教学反馈

（一）分类听课，侧重实验课程

1.学校听课

教学质量督查评估组本周共集体听课5人，被评价优秀的有2人，

良好 3 人。采用直播的教学效果较好。主要问题依然是学生的学习状

态、学习效果没有办法掌控，而利用现有的教学评价标准和方式不能

实现对在线教学的有效评价。

图 7：在线教学进行时……

2.督导听课

本周共听评课 219 位教师，听课 230 节次。督导组从学生是否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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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实训内容进行练习，实训课上师生如何互动，如何实现实训目的，

效果如何等多方面对实践课程进行了重点监控。实训课基本上以学生

上传实训作业、老师点评，远程协助、线下交流、答疑的方式进行，

效果较好。但由于实践类课程对学生移动设备的配置要求较高，导致

登陆平台耗费时间，造成授课进度受到影响。另外，一个共性问题是，

由于在线学习缺乏紧张感，学生没有足够自觉，自主学习的意识还需

加强。

图 8：在线教学进行时……

（二）召开师生代表“云座谈”

学校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问题导向，持续改进”的教育教学思

想，深入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本周学校分别召开师生代

表“云座谈”。比较集中的问题不是老师的“教”，而是学生的“学”。

在线教与学，如何更好地教，如何有效地学，实现线上线下“实质等

效”，这是老师、学生和教学管理服务部门人员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

题。一切“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作为

工作的出发点，才会逐步实现在线教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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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师生代表“云座谈”连线

（三）信息员即时反馈

本次共搜集教学反馈 150 条。学生反映老师的教学设计越来越科

学，安排环环相扣，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增加学习成果展示次数，

增强师生互动。但是仍存在网络卡顿签到难、易掉线等问题，影响上

课效果。

图 10：信息员即时反馈

四、完善机制，促进教学不断向好

教育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

导意见》（教高厅〔2020〕2 号）文件明确提出九项工作任务，其中

第三项是保证在线学习与线下课堂教学质量实质等效。截至第四周，

我校在线教学工作逐渐由“保运行”过渡到“提质量”。学校将继续

总结经验，查找不足，持续改善，逐步实现线上线下教学实质等效。

（一）建章立制，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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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校长姚锡远同志为组长的网上教学工作专班，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明确教学目标。根据领导小组工作指示，各个分执行组采取了系

列保障措施，教学任务综合组发布《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关于做好

延迟开学教学工作预案的通知》、《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第 11号通知（网上教学工作方案）》。

质量督查评估组积极开展在线课堂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工作，研究制

定了《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线上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工作实施方

案》，形成了以“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在线课程教学质量评价表（领

导听课看课用表）”、“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在线课堂教学质量评

价表（校院教学督导/专家用表）”和“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在线

课程教学质量评价表（学生评教用表）”为载体，涵盖领导干部、校

院两级督导、学生等多个主体，并以“学生教学评价”为重点的在线

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既为教师不断改进在线教学工作提供可靠依

据，更为评价在线课程教学质量提供重要参考。

（二）查找短板，解决主要问题

根据上级文件要求，我校自第三周开始逐步开展实践课程。但由

于实践课程对动手操作要求比较高，只能采取直播的方式进行上课，

网络容易出现卡顿。学生居家学习中几乎完全不具备实验操作的仪器

设备、耗材，只通过老师的讲解很难去理解实验的过程。同时，实践

课程对学生移动设备的配置要求高，部分学生实现不了。经过深入调

研，普遍学生对于在线实践教学比较难以接受。我校将综合分析利弊，

制定合理方案，考虑在线教学以理论课程为主，返校后增加实践教学

时间，最终达到培养要求。

（三）闭环管理，促进教学持续改善

根据在听课和“云座谈”中发现的问题，一如既往的反馈到相关

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进行重点反馈，督促其制定针对性解决方案，并

跟进落实，推动持续改进。针对突出的学生学习效果问题，实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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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辅导员紧密协作的办法，课堂加强互动，布置多样化作业，增加奖

励性竞赛，帮助学生提升自主学习的意识，建立有效的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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