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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背景 

随着“三教”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入，运用信息化技术和手段开展教学，已

成为教师的“看家本领”。2022年 3月，奥密克戎病毒又一次肆虐三晋大地，与

病毒的持续斗争，阻碍了线下教学的正常进行。为了做实“停课不停教、停课不

停学”，《医药市场营销实务》课程组结合教学工作实际，多措并举，充分利用“微”

+“超”，即微知库平台和超星直播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教学活动。 

二、教学目标 

1.落实立德树人，推进课程思政，在课堂教学中结合知识点强化对学生的“做

人做事”教育。 

2.以生为本，即时评价和激励，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确保学生学有所

得，学有所获。 

3.充分利用微知库平台上《医药市场营销实务》课程的教学资源和超星直播

平台，科学、有序地开展线上教学，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顺利、有效、平

稳开展。 

三、在线教学实施 

（一）课前 

依托 “药剂、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子项目《医药市场营销实

务》在微知库平台建立了个性化课程。课前教师根据学习目标、重难点等在微知

库平台发布预习任务，学生利用微知库平台的资源预习相关知识点，并以思维导

图等形式将知识进行梳理，为课堂学习做好准备。教师通过平台发布课前预习测

试，检测预习效果。教师在课前对测试结果及学生存在的问题进行整理分析，深

化学情分析，为课堂精准教学做准备。 

 



 

 

（二）课中 

依托超星平台开展直播教学，教学中通过直播聊天、学习通选人、抢答、随

堂练习、主题讨论等各种方式与学生进行互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巩固

和检测教学效果的同时，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同时，通过医药企

业的案例和热点事件巧妙地将“生命健康至上”“诚信经营”等思政元素有机融

于教学，达到专业教学与思政引领相结合的目标。 

 

 

 

 

 

 

图表 1 微知库平台课程 图表 2 丰富的课前预习资源 

图表 3 课前预习测试 图表 4 学生制作的思维导图 

图表 5 直播互动聊天 图表 6 教师线上教学 

图表 7 学习通抢答 图表 8 学习通随堂练习 



 

 

（三）课后 

课后，教师通过微知库平台布置实践类作业并进行批阅，以便更好的巩固所

学知识，拓展学生的思维与技能。利用平台的实时反馈，针对课后测试情况，即

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有效提高了教学效率。充分利用课程平台数据统计

功能，实时监测学生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并及时将完成情况反馈给学生，确保

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同时，作为学生平时成绩评定和期末总成绩评定的直接依据。 

四、教学效果 

1.学生的课堂参与度高，教学效果好 

通过微知库平台和超星直播相结合方式实施在线教学以来，学生课堂到课率

接近百分之百，课堂氛围活泼，互动积极，教学效果良好。学生课前利用微知库

平台丰富的教学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多元化的资源使学生乐于完成老师布置的课

前预习任务。课中通过超星学习通丰富的活动方式，学生互动参与度高。结合学

生的课堂表现，即时给予学生奖励或表扬，激发了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好胜心。实

施案例教学，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也使“诚信经营”“生命健康至上”等浸入

学生的心田。 

3.教师的教学能力得到提升 

微知库平台多样化的教学资源，不仅丰富了教师的教学内容和形式，而且平

台的即时交互性也给教师带来方便，使教师能够实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另外，

图表 9 学习通主题讨论 图表 10 思政教育 

图表 11 课后测试作业 图表 12 学习情况统计 



 

 

通过集体备课、发布各种教学任务，无形中促进了教师团队信息化教学能力和水

平的提升。 

五、特色与创新 

1.适时互动，带动学生多学多思多收获 

竞赛、互动、加分，激发了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好胜心、进取心，逐渐让学生

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也使学生变得勤于思考，敢于表达，增强了学生学习

的信心和兴趣，使更多的学生受惠获益。 

2.德育融于教学，实现了学生品德修养和专业技能的“双提升” 

结合教学内容，适时渗透医药企业的典型案例和社会热点事件，依法合规经

营、生命健康至上及家国情怀等自然渗透到学生灵魂深处，形成思想烙印。同时，

学生的团结协作、勤于思考、不畏艰苦等职业素养及市场营销的专业技能也会在

不断积累中得到提升。 

六、教学反思 

1.线上教学需要依托丰富的教学资源。本课程线上教学的顺利实施主要得益

于教育部“药剂、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子项目《医药市场营销实务》

课程在微知库平台建设的多元化的教学资源，如微课、视频、动画等，形象立体

的数字化资源，丰富了学生课前和课后学习内容，在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提升

学习参与度、增加知识理解深度、养成独立思考习惯等方面进一步了发挥作用，

为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奠定了基础。 

2.课中教学需要不断创新。线上教学不能面对面观察学生的心理和行为上的

表现，对学生的信息掌握不够全面，只能看到谁听课了，听课时长多少，但是学

生听课的专心程度不好把握，针对这个问题，目前主要采用的方法就是加大课堂

互动（随机选人、抢答等）。但课堂互动时，学生输入文字需要花费时间，这样

可能会影响教学进程。 

3.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线上教学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建设并利用网

络教学资源，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有效整合，不断深化“三教”改革，才能取

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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