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里相约线上，共“课”抗击疫情

——线上教学典型案例

（中药系 郭敏娜）

2022年3月伊始，卷土重来新冠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

同时也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给教育教学工作带来新的挑

战。如何做好线上教学，确保线上教学与线下课堂教学质量

实质等效,成为每位教育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面对困难和挑战，中药系全体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深情

嘱托，在我院党委统一领导下，上下齐心，团结一致，攻艰

克难，充分利用已有线上课程资源，认真组织线上教学工作。

作为一名中药系教师我身处其中，不仅被同龄青年教师们富

有激情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所感动，更是被老教师们认真负责、

精心施教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所折服。经过几周的线上教

学实践，我已能熟练的开展线上教学，并且积累了一些经验，

收获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和反馈，在此与大家共同交流分享。

一、线上教学前准备

本学期主要承担 4 个班、2 个专业《中药鉴定技术》课

程教学任务。为确保线上教学的顺利开展，我积极参加山西

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举办“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专题讲座”，

聆听讲授，取长补短，提升自己；认真学习“学习通”“超

星直播”“在线课堂”“腾讯会议”等线上授课平台使用方法，

并通过建立学习通班级群确保师生紧密联系；发布线上试播

公告；进行课前学情调查问卷，关注学生学习的诉求，针对



性的进行教学设计；精心制作 PPT，提前发送电子教材，视

频等教学资源，让学生学会利用线上资源学习。

图 1 线上教学前准备

二、线上课堂进行时

一个人坐在屏幕前听讲，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为更

好地调动学生积极性，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我在课堂安

排、教学内容等方面做了以下调整：

1.以学生为本，将课堂“还”给学生：

（1）开设“中药小课堂”：每节课开始设置 5 分钟“中

药小课堂”，包含分享与评价环节。一方面，学生通过自主

收集信息，增加了中药产业相关政策和专业知识储备，分享



的同时还展现学生风采，便于教师了解学生；另一方面，增

加了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兴趣，通过评价的方式激发学生学

习的自主能动性。

图 2 中药小课堂分享与评价截图

（2）强化“弹幕+在线测试”

改变“满堂灌”，强化“弹幕+在线测试”，增加与学生

的互动交流。学生课上通过弹幕与老师互动、有疑问通过发

弹幕向教师提出，并对主动提问、抢答同学进行加分。一方

面，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寓教于乐。学生热情较高，教师

给予正确引导，也与学生同乐。另一方面，培养了学生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主动学习的积

极性。



图 3 在线教学弹幕互动

2.以教师为主导，引领和谐高效课堂

（1）教学内容重组：根据课程内容，结合学生学情，

将教学内容进行重组。比如，容易鉴别的药材让学生自学，

通过测试检验学生学习效果；重点难点必讲的知识放在课上，

共同学习、研讨、突破；教学内容小型模块化，及时进行阶

段性总结，形成在线教学的“激励”机制，真正实现知行合

一。



图 4 学生回顾测试和自主研学

（2）引入课程思政元素，推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

向同行

在教学过程对接思政课程内容，引入中医药产业和传

统中医药文化相关知识，推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

结合“央视《焦点访谈》--抗击新冠疫情，咱们中医药有力

量”，讲述在与疫情的较量中，中医药全面深度参与疫情防

控与医疗救治，独具优势。潜移默化地鼓舞学生职业成就感，

增强学生的中医药自信，明确中药人身上肩负的历史使命！

图 5 授课视频：央视《焦点访谈》--抗击新冠疫情，咱们中医药有力量

三、线下学习做补充

线下学习是线上教学顺利开展的有利补充。发布思维导

图作业，帮助学生梳理知识，加深理解记忆；定期进行学生

教学评价，有助于后续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工作；借助学习

通平台，与有疑问的同学和后进生线上联系沟通，答疑、解

惑，真正实践“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落下”的教育教学原则。



图 6 学生思维导图作业



图 7 学生对教师教学评价展示



图 8 课后学生与教师沟通交流

面对疫情，我们不言退缩；不负韶华，我们共克时艰。

在这个特殊时期，师生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用不同寻常的

方式，千里相约线上，共“课”抗击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