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结合作，尽心尽责有担当

——高等数学课程疫情期间在线教学

《高等数学》在理工科各专业的教学计划中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

为学习后继课程和进一步获取数学知识（如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奠定必要的数

学基础。《高等数学》开设在大学一年级，由大学数学部承担教学工作。来势汹

汹的新冠疫情迫使高校不得正常开学，这严重影响了常州大学近 3000 名学生原

有的数学学习计划。在常州大学发出“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号召下, 大

学数学部按照学校的部署，利用超星学习通、 QQ 同步课堂及微信平台开展在线

教学。

图 1 系部线上教学总体情况

大学数学部所有教师均要从平时的课堂教学一跃进入网上教学。这对大家来

说都是生平第一次。从哪开始？教学资源从哪来？选用的平台怎么操作？……带

着这些问题，教研室全体教师团结合作，有责任有担当地开始了在线教学。

1、团结合作，做好开课前准备。

正常情况下，高数类课程均是合班上课，按时组织教研室活动开展教学研讨。

疫情期间，大家不能像平时那样面对面的交流。为了能顺利开展在线教学并能取

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教研室教师通过微信群，就网络教学各项工作展开讨论。内

容包含：网络教学资料配备、教学实施方案设计、教学平台的选择、超星学习通

平台使用及正式网络授课前的调试工作。

问卷调查。考虑到在线学习需要一定的设备和网络，而大学生的区域分布极

为广泛，某些区域的学生可能在设备条件上无法满足。因此，在正式开课前一周，

教研室教师按要求发布“在线学习的问卷调查”，确定在线教学的可行度。



教学资料。按正常上课计划，教研室全体成员利用oCam录屏软件，分工录

制开学后前8周的教学内容，教师们各自负责优化录制视频的PPT、编辑课堂练习

和课后练习，选取同济版《高等数学》为电子版参考教材。

图 2 教研室微信互动

图 3 视频录制分工



图 4 上传至学习通内的教学资料

图5 教学方案

教学方案。授课方式的改变，教学方案随之改变。为了能让学生尽可能高效地

完成学习任务，教研室教师按照时间节点精心设计教学方案（见图 5），大致为：

作业讲解→视频学习→课后作业。其中，视频学习又分三步走：



1.观看视频，20分钟内完成。 这一过程要求教师把每段视频录屏时间控制在

15分钟左右，学习时另加加5分钟左右的时间给学生记笔记；

2.课堂练习。视频之后，针对视频内容，增加10分钟左右课堂练习；

3.作业讲解。在查看系统批改结果后，任课教师随堂在QQ群内进行10分钟左

右作业讲解。

这样就完成一个视频学习。开放下一个视频学习任务，循环前面三步走过程。通

常，一次在线教学活动完成两个视频任务。考虑到学习效果，视频学习最多不超

过三个。最后，布置每次课程学习内容相关的课后练习。

观看学习

课后作业讲解 课后作业

作业讲解

课堂练习

视频学习三步走

图6 教学方案流程图

2、精心设计在线课堂，促进学生学习

课前准备。主要包括：1）每次课的教学资料（包括教学视频、PPT、教学方

案）提前一天上传至 QQ 群，顺带提醒学生课程上课时间；2）课前签到。每次

课前，提前 5-10 分钟，发布学习通的签到活动。课前准备，有效地把学生招集

至在线课堂。

视频学习。完成签到活动，在线课堂开始上课。教师把学习视频按教学方案、

教学计划，在学习通中以任务点的形式发放。同时把视频内容的重点、难点以问

题的形式在 QQ 群公布，提醒学生按照问题记笔记，让学生带着问题，有目的的

去学习视频内容，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童凯郁老师在线教学 李博老师在线教学

图7 开学第一课

作业批改。高等数学的学习过程中，习题练习是极为重要的步骤。教师们按

照视频内容，针对性的编辑习题。习题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两大类。客观题系统

自动批改，主观题需要人工批改。课堂练习有时间限制，通常针对基本概念和性

质，把习题设计为客观题。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练习，系统自动批改，教师

把高错误率的练习和学生的疑问在 QQ 群在线答疑。课后作业在一定客观题的基

础上再适当增加主观题，任课教师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批改，并针对作业中

的问题进行讲解。为了促进学生更好的理解知识点，部分教师把主观题作业设置

为互批形式，即学生相互批改。作业互批，不仅让学生深入理解知识点，同时也

让学生学会对他人负责。

图8 任务点闯关设计



闯关设计。在线课堂与正常的课堂教学相比，缺少了固定的教室。这赋予学

生较高的自由度。视频学习以及课堂练习的完成度很难实现 100%完成度。教研

室同事间利用微信平台进行交流学习，发现，采用闯关模式（即在开始下一个任

务点前，学生必须完成前一个任务点的闯关也即学习任务）发放任务点，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促使学生按序、有计划的完成学习任务。教师也不需在课堂上不断地

提醒。

图9 系统任务点和作业反馈

3、尽心尽责，保证教学质量

多形式结合。课上老师们利用学习通给学生录播上课，与直播相比较，教师不

能及时语音和书写，数学公式、几何图形的实现在录播中很难及时实现。教师们

各显神通，部分教师自主购置了教学辅助设备数位板，利用QQ屏幕共享功能，

采取了手写与课件配合讲解的方式，既考虑到了学生习惯的学习方式，又提高了

授课的效率。大家认真仔细地一步一步讲解内容，尽量还原在课堂上的讲课效果。

部分任课教师为了让学生尽可能的体会正常的课堂教学，除了学习通的练习之

外，还要求部分作业写在作业本，开学后上交后作批改。



图10 签到、互动和作业批改

图11 系统作业、学生互评及成绩统计



图12 学生笔记

图 13 QQ 屏幕共享、手写课件相结合

课后及时反馈。学习通有较为齐全的统计工具。签到、作业及任务点的完成情

况均能通过统计表清楚显示。认真负责的教师们，每次课后均进行数据统计。对

于学习情况较为不理想的学生，教师利用QQ群给出一定程度的提醒。这在很大程

度上督促学生要认真进行在线学习。

图14 督学和问卷调查



4、课程思政

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具有特定的传播模型，疫情一开始就有学者利用传统的

传染病模型与官方数据进而拟合进而预测疫情的发展情况。数学在线课堂中，教

师结合当前疫情和授课内容，进行线上育人工作。例如，把疫情感染人口数量化，

人口数量可视为多个因素的多元函数。这个多元函数对某个变量的偏导数可理解

为改因素对疫情的影响程度，进而引出数学建模的实用性。后继加强爱国主义教

育，增强学生战胜疫情的信心，不信谣，增强学生勇于探究的科学精神。让学生

真正感到数学的应用价值，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提高学生面对复杂事物的分析

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5、总结

从二月初开始，教研室就开始组织在线教学工作。从核对个人教学任务，选

定平台上建立课程，开课前的课程测试等等，每位老师都动起来，尽心尽责地做

了大量工作，保证在线教学工作顺利实施。目前，教研室已完成 4周的教学

图 15 教研室第四周教学情况统计表



任务，也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见图 15）。

疫情当前，在线教学和传统教学有很大的不同，老师们为此付出了很多的艰

辛。但作为一名教师，应该不忘初心，尽心尽责做好教学工作，认真备课，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上好在线课程每节课。我们只有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才能像

白衣天使那样，担起自己的一份防疫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