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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与学生共同成长进步

——《新闻学概论》线上教学典型案例

人文学院 张 洁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原有的教学计划，本学期开设的《新闻学概论》是为

广告专业一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大学课堂应该是师生思维碰撞的舞台，

我探索以学生活动为载体，以翻转课堂为抓手，以深度学习为目的的线上教学实

践，充分调动线上慕课课程资源，组织“翻转式课堂”教学，在“教”和“学”

中，与学生共同成长进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图 1 “翻转课堂”模式

1.课前提出学习具体要求

著名教学论专家江山野先生在《论教学过程与教学方式》中强调，当学生能

够自己阅读教材和自己思考的时候，就要先让他们自己阅读和思考，让学生自己

解决现有发展区问题，这是体现学生主体性的基础。在《新闻学概论》的在线课

堂中，我尝试在学生充分预习的基础之上，展开课堂教学，针对学生预习中的“愤”

“悱”问题找准知识的生长点，开展基于问题解决的深度学习，着力解决学生认

知的最近发展区问题。为了保障自主学习效果，结合《新闻学概论》第三章第三

节，新闻价值取向的内容，我重点做了三方面的尝试。

1.1 更好地发挥在线开放课程资源优势。课前提前一周，精选慕课平台上 1

小时左右的本章节“新闻价值取向”相关教学视频推送给学生，提出具体的学习

要求：学生课前观摩视频，结合书上理论，思考问题：影响新闻价值取向的因素

有哪些，新闻媒体定位对新闻价值取向的影响。以任务驱动的方式，督促学生认

真对待自主学习的内容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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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生在观看视频，预习课上内容

1.2 更好地锻炼学生课前预习能力。课前一周，在班级 QQ 群抛出话题，让

学生通过自学预习，完成课程内容的课前主题演讲。比如，针对“新闻价值取向”

课程，我提出课前实践作业：选取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新闻媒介，收集、整理其在

新冠疫情发展过程中，该媒体在这个主题的相关新闻报道。学生根据该主题和预

习的理论内容，自己制作 PPT 或者查找相关资料，课堂上随机抽取四位同学来讲

述，既考察了学生预习、自学能力和归纳总结表述能力，又让学生可以理论联系

实际，学以致用。

图 3：学生在 QQ 群里根据给出的话题分享收集到的资料

1.3 更好地应用技术赋能教学。为了解决互动性和连贯性的问题，我采取“腾

讯会议共享屏幕+雨课堂”的方式实施教学，发挥其在 PPT 上圏画重点、突出显

示部分内容、模拟黑板、计时思考、播放 PPT 内音视频等多种功能，保证了教学

内容的连贯性和互动性，在优化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实现了最大程度的有效传递。

同时，我重点做好两方面准备：一是要设计引导学生研讨“新闻价值取向”相关

问题的路径，提升学习质量；二是准备观点和补充资料，与学生更好地分享。

图 4 腾讯会议共享屏幕+雨课堂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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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上调整教学途径手段

2.1 及时应对直播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保证线上课堂教学质量。在已

开展的在线教学实践中，我切实感受到线上课堂讨论，与慕课平台上可持续多时

的书面发言和研讨不同，与线下面对面的课堂讨论更不同，它受到很多条件的制

约。经过课前对多个直播平台和线上教学工具的尝试，最终选择“腾讯会议+雨

课堂”软件组织教学。为了保证课堂效果，首先提前调试视频，保持上课的仪式

感。要求学生在课前演讲和回答问题时，打开摄像头，随时了解学生动态。课前，

专门安排时间指导学生线上工具的使用方法，帮助学生熟悉本课程问题讨论环节

的基本要求和组织程序，确保课堂研讨效果。

图 5 课堂截图

2.2 翻转课堂以学生为中心，以思维对话为主要方式。将传统的以知识为中

心的碎片化学习改变为以核心素养为核心的问题解决式整体性学习。思维对话涵

盖“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以“新闻价

值取向”内容为例，课前讨论非常热烈，课堂上随机抽取 4名同学，针对之前布

置的“新闻媒体对新冠主题的报道”的话题进行课堂演讲，在每个学生的主题观

点表述之后，更直观的指导学生通过比较，发现面对同样的新闻主题，新闻媒体

定位的不同，直接导致新闻价值取向的不同，更全面、客观的呈现不同学生对同

一问题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的思考。这样可以避免因为面面俱到而浪费宝贵的

课堂时间，又能充分多角度思维方式，强化学生思考张力和课堂研讨冲击力。

通过这种互动的上课形式，引导学生通过问题共振、情感共鸣的思维碰撞内

化所学，内省新知，内悟新理，发展智慧，提升学科核心素养，达到智慧共生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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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课堂互动截图 图 7：课堂讲解截图

2.3 加强在线课堂的管理和学生学习质量的关注。建立学生课堂自我管理机

制，引导学生结合本章节知识点学习、研讨情况，自我定向、自我评价、自我调

控、自我完善，并依据反馈评价情况，制定个人课后研讨深化的问题方向和分析

计划。同时，发挥团队助教的作用，强化团队共学互促。在理论学习结束后，留

十五分钟时间，利用雨课堂做随堂测试和团队互动讨论，对所学理论进行效果的

检验，团队讨论碰撞产生出新的火花，比如在“新闻价值取向”学习中，我提出

一个团队讨论问题：国内外新闻媒体定位对价值取向有影响吗？影响大吗？主要

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这样，既检验了学生课堂的学习效果，又增进了团队沟通，

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学习自主管理能力和专业素养。

图 8 布置任务截图 图 9 互动讨论截图 图 10：雨课堂随堂测试截图

3.课后优化研讨深化质量

3.1 课后作业确保教学质量，“笔谈”更好了解学生。课后根据课堂上的学

习情况，布置提高作业。比如“新闻价值取向”学习结束以后，课后在超星学习

通上布置的作业是：新闻媒介个性与新闻价值取向的关系（见图），更为重要的

是每次课前，要批改完所有学生提交的作业并全部撰写详细批语，并在下一次课

上精选具有代表性的学生作业进行点评，学生的疑难困惑也被作为教学内容呈现

给所有的课程参与者。虽然增加了工作量，但这种最原始的“笔谈”方式既可以

增进学生的理解深度，又能促进每个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每当看到很多学生对问

题的分析深入而精到，表达清晰而顺畅，我的批改也往往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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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学生课后作业截图

3.2 抛出延续话题，巩固学习内容。每次课后，要求学生结合观摩的视频、

课堂上的研讨内容，自主选择一个问题放到 QQ 群里积极讨论，进行深入分析并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遇到好的方案还可以以自拍自剪视频、创意主题实践、分

析报告等形式呈现，引导学生提升和深化学习质量。

这种群体讨论的方式，每个学生都参与进来，可以更好的在课堂中了解学生

的难点和问题，并结合课上的理论内容进行梳理并时反馈，确保每名学生提交的

学习内容和问题都能得到及时关注、回应，使学生感到被关注、被重视，进一步

激发学习的动力和热情。

图 12 课堂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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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课后思考和讨论

通过实践，个人认为依托慕课平台开展翻转式的线上教学，在观看视频、收

集和梳理问题、互动讨论，深化理论内容，批改和反馈作业等方面，充分体现了

线上学习便捷性、交互性和个性化等优势。归根结底，教学是为了满足学生的学

习需要，慕课平台的资源优势、教师对课程各环节的整体设计为学生自主学习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随着师生信息技术能力的不断提高，线上课堂讨论也逐步变

得便捷、高效，学生们课后普遍感到对本节课程的收获非常大。

通过课程学习，越来越多的学生喜爱上了这种依托慕课平台、先学后教的教

学方式。总的来看，疫情之下的线上课堂教学虽然面临着很多新挑战、新问题，

但办法总比困难多。个人最大的体会是，教师在课程设计、授课准备、课堂教学、

课后反馈等各环节加大教学投入，持续地督促、组织、指导、帮助学生达成学习

目标，才能保障教学质量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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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教学典型案例

——《财务管理》课程线上教学案例设计

金融学院 张阿曼

1 在线教学案例设计总方案

对于大学生而言，线上教学的展开赋予了学生更多的自由度，与培养和缔造

学生完整的学习品质一脉相承。学生自主学习是科技创新在教育领域内的一项重

要突破。不管是线上教学还是教室内的线下教学、其本质均在于调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学习本身是一项创新活动，教师是这一创新活动的引领

者、教师需要有完善的知识体系储备，展开线上教学缺少了课堂的“眼神交流”

则更需要教师对知识体系有深度的把握。另一方面，虽然线上教学学生学习的能

动性更大，更有利于创新思维的培育和发展，但受懒惰、挫折、得过且过、浅尝

辄止等一系列负面情绪的影响，学习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因此学习的过程必然需

要教师的监督和鞭策。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线上教学要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一

方面要潜心授课保证课程质量、另一方面要随时监督、保证学习效率。

本课程注重财务管理知识体系的完备性、力求将财务管理中的基本原理、基

本理论与项目的特殊性相结合，形成一种系统的、全面地、整体优化的财务管理

理念。

本课程的学习对象是会计学、财务管理专业大三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帮助其熟练掌握财务管理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区分财务会计与财务管理的不同、

熟悉各种具体管理方法在项目决策上的应用，培养学生应用财务管理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技能、注重实用性，可操作性。课程根据职业岗位（群）的要求，设立

了符合学生和岗位特点的学习项目。按照职业标准和市场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方

案，对课程进行了整体设计和资源建设。

在线上教学展开的过程中，课程综合使用了“雨课堂+微师+超星学习通”平台

资源以及学生线上方式（QQ课程群、班级群等）展开了教学活动，下面以《财

务管理》的线上教学案例设计为例展开分析。

2 课程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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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课程整体思路

《财务管理》课程设计以企业会计真实财务管理工作过程为主线，通过教学

情境的设计，培养学生掌握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相关理论，熟悉企业财务预测、决

策、分析的方法和手段，使其能够具备独立完成企业资金需要量的预测、项目投

资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收账政策的制定、现金预算的编制、财务综合能力，并具

备一定管理、决策和团队协调能力。同时注重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

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以职业能力培养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根据财

务管理岗位对会计人员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设计课程教学内容，按照企业财

务管理主要流程设置教学项目。每个项目按照工作过程设计工作任务，遵循“预

测、计划、决策、实施、检查、评价” 的过程（见图 1），将学生分为学习小组

（按照班级设计 8～10 人左右为一个学习小组，一个班级控制在五组左右，见

附件 1）），赋予学生一定的岗位角色（组内成员分为资金管理岗、会计主管、财

务经理、总经理角色），利用财务管理仿真实验完成岗位工作任务并完成小组作

业，切实增强团队协作能力。财务管理工作示意图如图 1所示：

图 1 财务管理工作示意图

2.2 课程目标设计

（1）能力目标（课程能力目标如表 1所示）

表 1 课程能力目标设计（节选，部分略）

序号 能力目标

A1 能够结合财务管理环境分析，有效开展财务活动， 处理企业财务关系

A2 能够运用财务管理知识，确定符合企业特点的财务管理目标

A3 能够运用预算的相关方法，编制出企业的财务预算

A4 能够运用筹资决策方法，做出企业的筹资决策

A5 能够运用销售百分比法，科学合理预测出企业的资金需要量

A6 能够运用风险价值知识，做好企业筹资管理中的风险管理

A7 能够根据项目投资相关知识，编制企业项目投资的现金流量表

A8 能够运用项目投资评价指标，做出企业的投资决策



11

A9 能够结合资金管理成本知识，进行企业货币资金管理， 节约成本

A10 能够结合企业应收账款管理办法，设置科学合理的收账政策

A11 能够应用存货管理知识，做好企业的库存管理， 节约企业存货成本

A12 能够运用利润分配管理的知识，结合《公司法》规定， 为企业合理避税、节约

成本

A13 能够运用内部控制制度，有效进行企业管理，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A14 能够运用财务能力分析知识，客观评价企业资产营运情况和盈利水平

A15 能够应用杜邦综合分析体系，进行企业综合能力分析， 并做出下一年的财务预

测

……

（2）知识目标（课程的知识目标如表 2所示）

表 2 课程知识目标设计（节选，部分略）

序号 知识目标

A1 知道企业财务活动、财务关系的内容

A2 熟悉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

A3 熟悉企业财务管理的环境因素

A4 掌握企业预算编制的方法

A5 熟悉企业资金时间价值管理的方法

A6 熟悉企业风险管理的方法

A7 掌握企业资金需要量的计算方法

A8 掌握企业筹资决策的方法

A9 掌握企业净现金流量的计算方法

A10 掌握企业投资决策的评价指标计算方法、决策原则

A11 掌握企业货币资金管理决策的标准

A12 掌握企业项目计算期、原始投资额等基本计算指标

A13 掌握企业利润分配管理的指标计算方法

A14 掌握企业财务控制指标计算方法

A15

……

掌握企业财务综合评价与分析方法

……

（3）素质目标（课程的目标见素质如表 3所示）

表 3 课程素质目标设计

序号 素质目标

A1 培养学生严谨认真学习态度，面对财经法规制度变革，树立财务人终身学习意识

A2 重视团队协作，服从企业安排，重视团队精神，协调一致

A3 形成爱岗敬业的工作作风 培养学生勇于研究探索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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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形成良好的职业素养，工作严谨细致、精准高效

A5 严守职业道德，处理会计业务时，严守财经法规要求，不做假账，保守企业机密

A6 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 遵纪守法，以法律保护自己，以法律维护企业

A7 培养积极主动的服务意识，注重企业资金业务中的人际交往能力，实现有效沟通

A8 培养勇于奋斗、乐观向上的工作态度，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

不断进取

A9 树立大局意识， 做好经济管理工作，为企业创造利润，以节约成本为出发点

A10 培养学生正确职业价值观，形成职业认同感，具备职业洞察力，无限热爱自己的

职业和岗位

2.3课程配套资源建设

建立便于线上学习的课程资源平台。结合项目情境，配备相应的教学单元设

计、课件、微课学习资源、自主学习测验等相关学习资源，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融“教学做”为一体，进行有效学习，教师利用教学平台、移动端设备，做好

学生动态化管理。我们开发了符合应用型本科要求的特色教材《财务管理理论与

实务》以及《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管理课程教学案例》。采用财务管理教学资源

平台实训软件仿真化学习、雨课堂（备用：微师）直播、超星学习通在线学习平

台巩固学习。完善教学平台资源建设，配备行业制度、法律法规库、财务管理制

度。仿真教学软件、网络平台、手机 APP 等在线方式学习，极大调动学生的学

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做到课前自学、课中参与、课后巩固。企业化管理模式，遵

循法律规范，开展企业财务管理活动，强化职业能力的培养，提升专业素质。雨

课堂班级数据如图 2所示：

图 2 20会计 12班、34班雨课堂数据统计



13

遵循多元考核的原则，以提高等业能力为目标，由学生本人、团队成员、专

任教师共同组成考核主体，对工作任务的完成过程进行客观评价。通过移动终端

进行随时随地的学习和成绩测试，建立与教学内容配套的课前预习、课中练习、

课后复习的相关资源，以此来考核学生的职业能力水平。利用网络平台建立公共

题库和教师自有题库，实现随机考试、标准考试模式，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成绩组成如表 4 所示：

表 4 课程考核/评价细则表表

考

核

环

节

建

议

分

值

考核重点 考核/评价方式
建议

权重
备注

平

时

考

核

50
分

知识点预习与巩固、主动学习能力，重点考

核内容为企业资金运动过程中的财务关系

及其协调、各项财务活动和各项财务关系。

线上单元测验（客观题）、

线上单元作业（主观题）
30%

根据各项得分

综合计算，通

过程性考核提

高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与动

手能力。

交流讨论、思辨能力、解决日常经济业务的

能力，重点考核学生筹资管理、营运资金管

理、投资管理、收入和利润管理的基本知识

和基本方法运用。

线上讨论、翻转课堂表现 40%

知识点内化、归纳与总结能力，重点考核明

细账、总账、科汇表、试算平衡表及三大报

表之间的内在关系

翻转课堂、分角色小组讨论 30%

期

末

考

试

50
分

筹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投资管理、收入

和利润管理的基本知识。
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 30%

卷面成绩按比

例计入课程总

评成绩。

运用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观念，根据财务

活动的规律及特点，协调各种财务关系，降

低企业资金成本、优化企业资金结构、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进行资本运作。

综合计算题、案例分析 50%

财务预测、决策、控制、分析以及风险防范

等理财技术和基本技能，正确运用财务管理

方法解决企业实际财务问题。

综合分析题 20%

3 在线教学实施及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提供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内容和展示形式的决策机会，

学生能够自主、自由地进行学习，从而有效地促进学生创造能力的发展，突出能

力的培养，掌握财务岗位的技能，通过“做中学、学中做” 的方式，达到“学以致

用”的教学目的。采用岗位任务导向的教学模式，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创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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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式，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学习意识。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提升学生

学习兴趣，建立教学评价体系，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3.1 做好课前充分准备

启动线上学习的引擎进行课程教学设计（见表 5），确定在线教学的流程、

教学文件与教学资源的准备与上传、制定与在线学习相契合的学习要求、通过“雨

课堂+学习通”发布课前学习任务，通过分散、小组形式完成预习。小组预习成果

如图 3所示、我的教学设计如表 5所示：

图 3 预习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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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我的教学设计（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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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以“爱知行信”协同育人理念为引领，组织在线课堂

按照《财务管理》课程实施周计划（见附件 2）组织教学，（1）直播开始后，

我会进行 3-5分钟以内的课前预习总结，在总结中抽选学生进行教学互动、检测

线上教学条件是否能够顺利实施教学，决定是否更换直播端（备用：微师直播授

课）；（2）总结后，利用“雨课堂+腾讯会议”进行直播授课，明确给会出本节课的

学习内容、学习目标等引导性内容，以专业课程思政方式全面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3）直播授课中，深度挖掘课程内容本身特点，联系职业岗位、将思政育人思

想巧妙融入课堂，在“润物细无声”之中厚植学生家国情怀，同时我会要求适时打

开学生摄像头，在提高其他学生关注点的同时、查看学生学习状态，同时结合学

习通和雨课堂的各项功能开展测试、随机选人、主题讨论、视频提问、聊天室抢

答等各种活动活跃课堂气氛，把握整体在线教学的进程并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思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竞争意识；（4）

课中为了调动学生课堂跟课状态，我会再次发布签到，及时掌控未签到学生情况，

确保到课率；（5）每节课结束前 5分钟应帮助学生系统总结本次课的主要知识点，

并要求随堂笔记课后拍照上传超星学习通。

图 4 学生课堂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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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线上教学的主要展开方式为“雨课堂+超星学习通”，教学过程中大部

分知识点，另有部分零星知识要求学生查阅资料学习、均在课程中呈现。因此需

要对课程中所涉及到的本课程知识、相关课程系统知识、课程涉及的前导知识准

确把握。防止出现知识点的卡顿及脱节现象。对于前导知识以各类文档，PPT（课

件）、PD F（课程周计划）、word等形式提前发放、对于本课程体系知识，在线

上过程中适当讲解，对本课程知识重点展开讲解。始终保持知识体系的连贯性、

防止学生在线上及线下回看教学视频的过程中不明就里、逻辑混乱、出现反复听。

到处找知识点的问题。雨课堂、超星学习通部分数据资料以及评教结果如图 5、

6、7所示：

图 5 雨课堂部分数据资料

图 6 超星学习通部分数据资料



18

图 7 评教结果

3.3 优化作业设计，及时批改作业

通过学习通布酪作业，设定完成时间。对作业完成情况进行批改，错误的作

业打回重做。作业成绩作为综合成绩评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图 8所示：

图 8 学习通个人及小组作业批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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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定期课后答疑，实现教学相长

由于在线课程为统一授课，不能很好地实施分层教学，也无法迅速捕捉每个

学生的掌握情况，学生在线课堂学习效果存在差异。为防止后进学生由于知识链

接问题失去学习兴趣和动力，我会及时听取学生反馈意见，完善课后答疑过程，

规定了每周五晚上 8点 25至 8点 55是辅导答疑时间，学生有问题可以通过 QQ、

学习通等多渠道进行问题提问，进行在线回答。同时，学习的过程应该是建立在

已有知识的基础上的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探究过程。学生的一问，有时会使我

认识到教学中的不足和疏漏，使我在以后的教学中能加以改进。

3.5 课后总结与反思

要让学生真正地学好课程，一方面需要不断向学生灌输课程的基础知识，使

学生在学习时保证必要的时间投入，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地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

生的兴趣和地理思维能力。在线授课需要重新打包知识点。基础知识点优先，深

度知识点除不能移动者，最好后移待面授时开展。线上直播课不等于传统课堂的

直接复制，通常需要重新设计课程。首先，要确保所有授课需要的教学材料都在

手边；其次，要预先设计上课可能要提问的问题；而且要确定是否要求学生用教

学平台实时发放选择题等等。在高效课堂的教学中，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1）

读懂教材。教师要研究教材、读懂教材、吃透教材，全面掌握各个单元的知识点，

纵向横向章节之间的联系，渗透什么样的思维方法，等等；（2）小专题讲解。将

琐碎的知识点打包，成为专项研究的课题。专题讲解，让学生全面把握知识点，

以更深刻地理解；（3）习题一网打尽。要想让学生不走弯路，教师要进行“题海

战术”，精挑细选。我在做题过程中，会对题型有精准的把握，更能反过来促进

对章节知识有更深的理解，并及时针对本次课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在下次课进

行改进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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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 24 式太极拳在线教学改革典型案例

体育学院 曹太兴

1. 创新线上教学案例征集背景

1.1 根据学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部署，学校开展了线上教学工作，并得到了

体育学院各教师的高度重视。根据学院领导指示及教学部门的教学指导建议。坚

持立德树人、勇于创新，保证线上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本人在线上课教学中，

总结教学经验，并实行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开展在线教学。

1.2 身正示范，坚守立德树人使命，担当教书育人使命，关爱学生，落实健康教

育责任。通过线上教学方法，积极关注学生学习动态和心理状况，积极引导并帮

助学生做好心理防护。

2. 课程的性质、目的及任务

2.1 课程的性质：本课程为公共体育选项课程。太极拳是中国传统体育中文化底

蕴最为深厚的一项体育运动是祖国传统的健身魂宝。太极拳不仅具有强身健体，

自卫技击的功能，而且还蕴含着了解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把握自然界和人类

社会的深奥哲理。

2.2 课程的目的：本课以太极拳基本套路为主要学习内容。通过合理的太极拳的

学习和锻炼形成良好的体育行为和锻炼习惯，通过学习太极拳对外能利关节，强

筋骨、体壮魂，对内能理脏腑，通筋脉、调精神、对调节内环境的平衡调养气血，

缓解身心疲劳，改善人体机能增强体质十分有益，培养学生“道法自然”的处世

观，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

2.3 课程的任务：本课的主要任务是让学生能够熟练掌握太极拳拳动作，并能够

了解太极拳的文化内涵。

3.创新教学方法

3.1教学工具

3.1.1太极拳线上课程以“腾讯会议+雨课堂”APP 作为直播教学工具。雨课堂主

要作用为签到打卡、课后总结和回顾。学生通过回放等方式，深入反复的进行知

识点学习。腾讯会议作为雨课堂的有益补充，可以及时、便捷的和同学们进行“面

对面”授课、沟通和答疑，便于了解同学们的学习进度，及时纠正错误动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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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学习进度和教学的良好运行。新媒体工具为线上课教学带来了新的方法和内容。

3.1.2 大学生是新媒体运用最擅长的团体，把握新鲜事物、软件更新交替，大学

生走在新媒体的最前沿。

（a） 腾讯会议+雨课堂 （b）一对一示范 （c）面对面讲解

3.2课前破冰小游戏

3.2.1引用当前比较流行的“短视频+”形式作为课前破冰小游戏，主要可以让同

学们消除紧张、陌生感、相互之间的隔阂、尴尬，使同学们快速融入学习环境，

进入学习状态。增强同学们对课程学习的兴趣，达到课前热身活动的目的。

3.2.2 破冰小游戏作为课前活动的有益补充，极大的丰富了课程学习内容。缓解

疫情压力下学生的焦虑情绪，引导学生积极乐观面对生活。

（a）小鸡恰恰舞蹈 （b）本草纲目

3.3课前热身准备

3.3.1四个静态基本步型 ——弓步、马步、虚步、仆步

把四个静态基本步型作为课前热身准备，提升同学们对太极拳基础动作的认知和

理解，夯实基础。同时热身活动可以增加关节活动的灵活度，起到预防运动损伤

的作用。

3.3.2三个动态基本步法——进步、退步、平行步

四个动态基本步法作为太极拳基础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重复性练习，使太

极拳循序渐进的学习效果更加高效，保证学习进度。

3.4静态动作分解法

3.4.1 太极拳的线上课教学遵循“一招一式，循序渐进”的原则。太极拳由于招

式繁多，动作复杂且协调性要求高，在线上课教学中存在诸多困难。为了保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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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学习进度，实习“静态动作分解”，“火柴人”的教学方法。

3.4.2 静态动作分解是把一式完整连续的教学动作进行拆分讲解，静态示范和演

练。例如在“左右倒卷肱”的学习中，把一式完整的动作拆分成五个部分，每个

部分“”静态动作”示范演练，讲解退步和虚步的动作要点。“火柴人”教学方

法，演练动作形态的斜度及推掌、收手的高度和位置，手脚连贯动作的协调配合。

根据要求完成静态动作之后，再进行完整一式的动态动作练习。

（a）手挥琵琶 （b）打开 （c）曲臂撤步 （d）收手推掌 （e）打开

3.5打卡积分奖励

3.5.1 线上教学打卡激励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对于教学动作练习的积极性和重

视度。增强授课教师对学生练习动作的了解、指导与及时反馈。从而确保学生学

习任务高质量完成，进而制定《关于线上课打卡及时奖励办法》。

3.5.2 授课教师随机检查本班学生学习情况，与学生及时沟通并反馈练习情况，

上交练习视频作业，“一对一，面对面”纠正讲解。

3.5.3考核同学课堂表现和动作练习情况，发放“积分奖励”，积分作为学期末考

核的重要依据。

4.在线教学成果案例

4.1 记那一份坚持

4.1.1 当前疫情防空形式严峻，导致外地同学无法返校，但并没有影响同学们的

学习进程。居家学习中，同学们克服种种困难，保质保量的完成老师的教学任务。

4.1.2金融学院 20 级会计 3 班的马欣，家住苏州。在一次核酸检测中不小心崴脚，

但是马欣并没有向老师请假，在被老师点名进行动作示范时，坚持完成动作示范，

并认真听老师讲解纠正动作。马欣同学的那一份坚持让同学们深受鼓舞。

4.2记那一份努力

4.2.1 物流 1 班的汤卓琳和朝鲜语 2 班的方文轩，在居家学习中，老师曾多次与

两位同学进行沟通，了解学习情况，两位同学并没有感觉“不耐烦”，积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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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问题，按要求完成课堂作业，学习态度值得我们的学习。

4.2.2 线上课教学无法保证动作练习的频次，且不能实时的互动反馈。因此部分

同学在学习中也遇到了诸多困难，但他们并没有气馁。国贸 2 班的施妍柠、吴佳

昱、陈静三位同学在课堂上积极讨论学习经验，相互鼓励，督促练习动作。课后

仍利用休息时间，努力练习，提高动作要求和熟练度。

4.3在线教学改革成果

创新型在线教学方法取得了显著的学习效果。热身活动加上“破冰小游戏”，

让同学们更快速的融入到课堂，部分同学争先恐后的进行热身动作示范，极大的

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完整一式的太极拳学习存在诸多难点，采用“动态动

作分解”的学习方法之后，既能保证练习动作的准确性，又能避免同学们学习的

为难情绪，提升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信心。

5. 课程考核与评价

5.1 考核评价方式与成绩评定：

课程考核以考核学生对课程目标的达成为主要目的，以检查学生对教学内容

的掌握程度为重要内容。课程考核包括体质健康测试、课外体育锻炼和专项考试

三个部分。

表 1 课程考核/评价细则表

考核

环节

建议

分值

课程

目标
考核重点 考核/评价方式

建议

权重
备注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30
分

2
3
4

学生身体素质，国家体质测试达

标情况。

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测试评分标准
30%

课程总成绩=专
项考试（占总成

绩的 50%）+体
质健康测试（占

总成绩的 30%）
+课外体育锻炼

（占总成绩的

20%）”的计算方

法

课

外

体

育

锻

炼

20
分

2
3
4

学生参加课外体育锻炼的次数

要求一、二年级学生必须参加

课外体育锻炼，每学期每人不

低于 10 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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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项

成

绩

50
分

1
2
3
4

太极拳的掌握情况 太极拳评分表（见表 7） 50%

学

习

态

度

扣

分

制

1
2
3
4

学生出勤率及学习态度 采用扣分制（见表 6）

早

操

1
2
3
4

早操出勤次数
每学期早操缺勤三次以上（含

三次）体育课成绩不予及格

表 2：太极拳选修体育课技术考核评分标准

考核内容
评分依据

优秀（90-100） 良好（80-89） 中等（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60）

太极拳

动作准确

熟练

动作幅度较大

有力度

协调优美

表现力强

动作基本准确

熟练

个别动作幅度较小

力度稍差

较协调优美

有一定表现力

节奏感较好

动作不够熟练

有显著错误

部分动作幅度较小

动作松懈

不够协调

表现力一般

不明显

失去节奏

动作熟练差

有严重错误

成套动作幅度较小

力度差

协调性差

表现力差

明显失去节奏

成套动作姿势

严重错误

动作不能完成

无力度

不协调

无表现力

成套动作

大部分失去节

奏

6.总结

疫情严峻形式之下，“在线教学”是保证教学进度的重要途径。坚守立德树

人使命，实行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深化在线教学改革，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

落实健康教育责任。凝心聚力，共克时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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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简介

曹太兴,讲师，从事一线教学工作。在教学中，

总结教学经验，勇于实行创新教学方式方法，落实健

康教育责任。2022 年徐州工程学院线上教学典型案

例作品二等奖。

作为年轻教师，应树立终身学习信念，保持谦

逊，积极向优秀教师学习，提升自我教学科研能力。

身正示范，坚守立德树人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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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管理》弘扬饮食文化，传承匠心精神

商学院 吕倩

守教育初心，尽师者之责，疫情当前，做好我们该做的。近年来由于疫情反

复的原因，跟同学们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又再次线上见面。作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课程，《餐饮管理》注入了我多年积累的教学资源和实践经验，曾主编相关教

材和发表核心期刊论文，并带领学生到五星级酒店餐饮部联合实训，被旅游局报

道。精心设计教案希望为同学们带来丰富多彩的线上教学。为了上好线上课程，

这两年多来我也积极的去学习相关技能，学会了直播、剪辑、录课、线上互动等

多种教学形式。本课程依托中国慕课、智慧树、腾讯会议等教学平台，采用混合

式教学模式，首选在线直播的方式，以 PPT录制语音作为预案。同时，为了能

缓解同学们在线学习的压力，融入思政元素、德育、智育、美育多重教育元素，

用别开生面的方式进行教学。

1教学方法

1.1多种方法监管学生学习状况。首先，要求学生上课时在群里按照学号的

顺序接龙打卡，确保每个学生都已进入了学习平台（个别请假已做记录）。其次，

在授课过程中构建“实时提问-实时回答-小组讲解-及时反馈-课后作业”的机制，

从而高效的完成教学任务，达到教学目标。

1.2为了充分体现学生的主动性，每节课提前发出并说明学习目标，让学生

带着任务去学习。在群里提交个人的学习成果，教师引导学生展示小组作业,最

后进行点评总结。

1.3充分利用网络学习资源，要求学生在听直播课时做学习笔记并提交分享。

1.4布置紧扣教学目标的线上课后作业并及时检测学生课后的学习效果。

1.5选择 QQ课堂、腾讯会议进行直播，播放课件、视频资源，并且可以边

直播边讲解, 还可以和学生连线解题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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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前组织

所有学生加入 QQ 群，并进入课程平台。教师于上课前 10 分钟发送通知，

图 1学生打卡签到 图 2 学生出勤率在线情况

提醒学生上课时间并打卡签到。记录本节课学生出勤率和进入课程平台的学生。

3课前预习

通过 QQ创建学习群，上传电子版教材，布置学习内容，提醒学生进行课前

预习，对学生的问题通过腾讯课堂等方式进行解答，提升线上授课效果。开课当

图 3 课前发布教学单元资料

天，提醒学生上课时间，确保全员准时进入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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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思政元素的应用

4.1课前播放背景音乐，选择了学习强国中“守护的光”、“Together”这

样的具有时代特征而且励志的歌曲，让学生享受美妙音乐的同时感受社会责任与

担当。

4.2开场白中强调目前网络授课是对我们师生的重大考验，了解学生对校园

搬迁适应新环境等情况，鼓励学生要以新时代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向国

家、向父母交上满意答卷。

4.3导课结合本门课教学内容，介绍餐饮类“中华老字号”，弘扬民族饮食

文化，传承老字号匠心，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学习兴趣。中华老字号凝结了几

代人的智慧和心血，历经几十年乃至数百年市场考验，那些沉甸甸的金字招牌承

载着独特技艺和传统文化精髓，是国家和民族宝贵的无形资产。我们要学习老字

号所传承的诚信兴商、精湛技艺和匠心传承的理念，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

图 4 腾讯会议学生小组分析老字号案例

图 5 老师课中点评老字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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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中教学

5.1绝知此事要躬行

《餐饮管理》是实践操作性较强的课程，要求学生动手能力强，创新思维强，

例如：《菜单设计》这部分，上课前会在 QQ群学习通中下达今日学习单，使同

学们了解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学习目标、线上资源等。指导学生学习关于本次课

的理论知识点并做好相关笔记，然后使用 QQ视频共享桌面的方式或腾讯会议，

直播上课补充知识点、辅导与答疑、布置作业、安排任务，与学生通话连麦，让

同学积极发言，共同交流设计心得。从学习效果可以看出，同学们对网课热情度

极高，作业完成非常出色，有的同学作品创意突出、有的同学口才了得，对他们

也有了新的认识。

图 5 发布的今日学习单

图 6 QQ 课堂讲解 PPT 图 7 课中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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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课中的点滴经验

5.2.1为了保证在线直播的顺利进行，提前进入班级群，准备好课程所需的

素材，如线上讨论的题目要提前在手机端录入，以便于在课堂上随时发送。

5.2.2为让学生能够及时表达自己的问题和想法，鼓励学生用弹幕、QQ群进

行实时互动，互助互学。

图 8 课堂发布在线讨论问题与学生互动

5.2.3为了缓解网络的压力，进行课前学生签到，用 QQ群打卡签到，初步

掌握学生的到课情况，以实时在线率统计学生的出勤情况。

5.2.4 为避免学生上线后不听课，随时检查学生的听课状态，课中设置了 1

次小组案例分析展示、1次随机点名提问、3道讨论题目。

图 9 学生线上作业 图 10 学生提交纸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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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后作业及反馈

6.1课后布置任务，督促学生进行复习和预习

图 11 布置课后作业

6.2学生反馈授课效果

图 12-13 学生反馈授课效果

6.3主任反馈授课效果

图 14 主任反馈授课效果

6.4教学反馈

线上教学结束后，听取学生的课堂反馈，学生参与度较高，提出了很多宝贵

的意见和建议，新颖的教学方式和精彩的教学环节，学生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让

学生能学有所获。

7特色亮点

7.1 学生的主动

线上教育使师生的实际距离较远，学生的学习效果好与坏，很大的决定性因

素在于学生是否主动学习，大部分学生都能够做到主动学习，小组主题讨论有助

于学生发散思维，积极探讨，主动参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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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6 学生小组讲解案例

7.2教师的耐心

在本次线上教学案例中，我能做到耐心、细心、认真、坚持上好每一节课，

与学生互动，及时反馈意见。

7.3教学资源的开发与运用

线上教学工作能顺利开展，离不开国家优秀教学平台、优秀教师努力开发的

教学资源，我也积极探索，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努力尝试着。

7.4信息技术的应用

合理运用并积极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能力，不懂的就去学，只要用心都能学

好。因此我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在本次线上教育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提高。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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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线上教育还是线下教育，都离不开我们决定走上教

育行业时的初心。

8教学反思与总结

8.1教学反思

①要求课前预习，并且最好做到预习考核。

②要增强师生同时实时在线教学的仪式感。

③要根据直播授课的特点更新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内容的调整。

④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拓展学习参考资料。

8.2总结

虽然线上教育每走一步都会遇到或大或小的问题，但是通过不断摸索前进，

到目前是顺利的，大部分学生都十分配合，我们都在努力着。虽然线上教学的工

作没有想象中的简单，批改作业任务很重，但是我在坚持细心做好每一个环节的

工作，每一次详细点评学生作业和作品，逐渐看见同学们每周都在进步，我感到

十分的欣慰，静待每一次努力后的收获。

我对“互联网+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方面，线上教育使老师和学生

联系更加密切，学生们也利用互联网开启了汲取新知识的大门。另一方面，通过

便捷的数据反馈，使得学校能够更直接的掌握每名师生的工作学习状态，对线上

教学技术的掌握愈发成熟，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积累了宝贯的经验。我相信在未来

我会更好地利用线上教学方式，扬长避短，让线上和线下相辅相成。当下，面对

疫情，作为一名专业课教师，好好备课，上好网络直播课，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

就是在履行自己的另一份防疫责任。本次我的“线上教学”案例分享到这里,如

有不成熟的地方望大家批评指教，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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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简介

吕倩，女，汉族，1982 年 1 月生，江苏徐州人。中共党员，管理学硕士，

徐州工程学院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教师。“双师型”教师、中级经济师、全国高

级礼仪指导师。

主要从事旅游管理、餐饮管理、礼仪等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持或参与

的江苏省社科联研究课题、江苏省高校哲学课题、徐州社科联课题等 15 项，国

内外公开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核心期刊多篇。主编教材 1部，参编 2部，获得

“双城论坛”优秀论文二等奖、“中国职教学会”优秀论文评选三等奖、徐州市

科技情报研究成果三等奖等，多次获“优秀班主任”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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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下英语视听说

线上教学课程思政设计

杜洪晴 外国语学院

1 英语视听说课程思政开展现状

英语视听说是英语专业的一门学科基础课，也是一门语言技能训练课程，贯

穿大一、大二两个学年，旨在通过专门、系统的视听说技能训练，提高学生语言

听力理解、信息处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但是，英语视听说课程思政改革收效甚

微，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大多数教学仍以语言知识讲授和听力技能训练为主，未

能充分渗透课程思政内涵，忽略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的传递，缺少

对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考量，存在着听力材料时效性差、教学模式僵化、教师思

政素养不高、评价方式单一等问题，未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效能感。

2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

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主张将各门学科的教育目标按统一标准分类，使之标准化、

系列化，为科学设计教学目标和教学评价提供了理论依据。1956 年，以布鲁姆

（B.S.Bloom）为首的专家团队出版了《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一分册：认知领域》，

被视为教育目标分类理论里程碑式的巨著。该理论将各类教育目标归入认知、情

感、动作技能三个领域，又把认知领域目标进一步细分为知识、理解、应用、分

析、综合和评价 6 个层次。经过 40 多年的实践，2001 年，其学生安德森

（L.W.Anderson）对该理论进行了修订，将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分为知识和认知

过程两维框架。其中，知识维度包含事实性、概念性、程序性和元认知四类知识，

而认知过程维度由低级到高级划分为识记、理解、运用、分析、评价和创造六个

层次。修订版进一步明确了每个能力层次的要求和训练方式，注重对学生思维能

力和创造力的培养，强调依次加强学生的学习能力，逐层提高其思维认知水平，

具有较高的科学性。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与英语视听说课程的育人目标是一致的，

都具有应用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的可行性。

3 英语视听说线上教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依据外语整体教育观，课程要围绕作为人的整体发展而非知识的积累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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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化语言训练和思维培养的基础上，加强价值塑造和人格培养。此外，我国参

与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建设等治国理政的新理念也需要外语教育政治站位要

高、格局要大。因此，外语微课内容的选材与制作、思政元素的筛选、思政知识

点的切入都要从“大思政”背景和全面育人的视角出发加以设计，涵盖知识选择、

价值塑造和人格培养等方面，而课程思政正是将其融为一体的关键所在。新冠疫

情背景下，线上教学极大地促进了学习新模式的推广与完善，也明确了新时代网

络学习的重要性。在“大思政”背景下，线上英语教学需让学生了解相关历史文

化背景知识，增强其跨文化交际意识，实现听力能力与口语表达、语言技巧与人

文素养、思想政治素质与外语专业素养同步提升，使学生具备国家意识、中国精

神、全球化视野和思辨性思维。

本文参照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选取《英语视听（III）》第三单元“经

济发展”一课，以全球化为背景，以丝绸之路的古今演变为脉络，着重介绍“一

带一路”战略的由来、内涵和影响，思考如何将思政教育融入视听说课程设计，

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为内容（语言输入——识记、理解），以辩证地探讨

东西方文化差异为载体（思辨思维——应用、分析），以用英文“讲好中国故事”

为落脚点（语言输出——评价、创造），从而实现全面育人的目标。

表 1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下英语视听说线上教学课程思政设计表

知识

维度

认知过程维度

识记 理解 应用 分析 评价 创造

事

实

性

生词、词组、

表达法

经济行话：
brain dump, a
heads-up, a
real
no-brainer, the
helicopter
view？

思考哪些场

合会使用到

经济行话？

辩证地分析

使用经济行

话的利与弊

是否赞成在

日常工作中

使用经济行

话？为什

么？

新闻播报：2-3
人进行新闻

播报，介绍和

评述国内外

最新的经济

动态

概

念

性

什么是全球

化？

结合微课，完

成有关全球

化的单选题，

口头复述全

球化的定义

思考全球化

对人们日常

生活的影响，

并举例阐述

小组活动：分

析“一带一

路”在推动全

球化进程中

的作用

是否支持全

球化？为什

么？

辩论：全球化

是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

利？

程

序

性

丝绸之路的

历史演变

按时间顺序

梳理“一带一

路”战略提出

的由来

结合微课，口

头复述“一带

一路”战略的

内涵实质和

框架思路

结合听力材

料，完成有关

“一带一路”

战略的判断

正误题

评价“一带一

路”战略的实

施效应和未

来远景

小组活动：分

工协作，设计

“一带一路”

战略历史演

变的思维导

图，并进行课

堂展示

元

认

知

记忆经济术

语的策略

古代丝绸之

路与“一带一

路”战略有哪

些联系与区

别？

英语专业学

生如何发挥

语言优势为

“一带一路”

战略服务？

丝绸之路精

神在现代社

会是否具有

传承价值与

现实意义？

与同伴对比

自己对全球

化、“一带一

路”战略等概

念的理解

主题演讲：我

与“一带一

路”/全球化进

程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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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课前（语言输入——识记、理解）

课前，要求学生对照线上、线下学习任务单，提前观看中国大学 MOOC 及

超星平台上有关全球化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微课、课件等课程资源（图 1 和图

2），记录学习笔记，了解相关的概念，学习知识点预习环节中的课程思政内容：

1.识记——与全球化、“一带一路”和丝绸之路相关的词汇、短语和经济术语（事

实性知识）；2.理解——全球化的定义（概念性知识），“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

演变和时间脉络（程序性知识），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的联系与区别（元认

知知识）。通过课前自学，学生能大致梳理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由来、内

涵实质、意义影响和未来前景等内容，掌握丝绸之路的历史演变、现代内涵、战

略远景，增强了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意识，为后续课堂上相

关话题的深入探讨和创造性语言活动奠定基础。

图 1 中国大学 MOOC 平台 图 2“一带一路”微课

3.2 线上课堂导入（思辨思维——应用、分析）

在线上课堂导入环节，教师需设置引导性问题（图 3），引导学生关注时事

新闻，了解国家经济动态：1. 分析——阐释经济在一个国家的重要作用，梳理

我国近期的经济发展趋势，思考全球化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作用（概念性知

识）（图 4）；2. 运用——思考“一带一路”与全球化的关系，概述“一带一路”

框架思路（程序性知识）；思考英专生如何为“一带一路”战略服务（元认知知

识）。这些启发性问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语言应用服务意识，增强

其服务国家的能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服务，助力中国经济与文化

“走出去”、“一带一路”等国际战略的实践，从而弥补了外语教育中国家意识元

素缺位的问题，将学生的自我提升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同时，通过学生回

答情况，检查其课前微课自学效果，教师能及时了解学情，帮助学生查找自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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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问题，及时反馈解决问题，引入教学重点。

图 3 课堂导入 图 4 全球化的概念和作用

3.3 线上听力训练（语言输入—理解、应用、分析）

在课堂听力训练环节中，结合线上习题库和线上答题功能引入相关的对话、

短文、新闻等听力练习，要求学生理解经济术语等概念，完成单选、判断、填空、

回答问题等练习（图 5 和图 6），锻炼学生记笔记、口头概括、归纳、分析、推

理、讨论、回答问题的能力：1. 运用——完成有关经济行话和“一带一路”的

听力单选和判断题（事实性知识），概括扶贫攻坚战略实施框架与过程（程序性

知识）；2. 分析——思考哪些场合要使用经济行话以及其利弊（概念性知识），

是否赞成使用经济行话（元认知知识）。借助综合性语言练习，可以进一步启发

学生辩证、深入地思考问题，从而能客观、理性地评价事物，也培养了其批判性

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塑造其人文精神。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

教师还需引导学生关注听力素材中涉及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和发展

动态，了解国家基本的经济决策，如“一带一路”、扶贫攻坚、西部大开发等，

学会利用所学词汇讨论热门的经济话题和经济现象，认清国内外经济形势，流利

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学会分析经济事件背后反映出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差异，

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图 5 听力练习填空题 图 6 听力练习判断题

3.4 线上小组讨论（语言输出——评价、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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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本单元的话题，利用学习通分组功能，组织学生开展线上小组汇报、新

闻播报、辩论、演讲等活动，培养学生分析、推理和评价等高阶思维能力，学会

对学习材料进行自我评估和判断，实现语言能力、思辨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和

思想道德素养的协同发展：1. 评价——经济新闻播报与评述（事实性知识）（图

7），思考丝绸之路精神的传承价值及现实意义（概念性知识），评价“一带一路”

战略的实施效应（程序性知识），与同伴比较对相关概念的理解（元认知知识）；

2. 创造——辩论：全球化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概念性知识）（图 8），

绘制“一带一路”的思维导图（程序性知识），演讲：我与“一带一路”或全球

化进程中的中国（元认知知识）。通过讨论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与利弊，引导学生

客观评价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思考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推动

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思辨性思维。通过探讨如何

传承丝绸之路精神，思考丝绸之路精神在现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引导学生植根于

中国传统文化，领略中国文化的精髓，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唤醒学生的传承意识，

增强其母语文化认同感及文化归属感，增强文化自信，担当“讲好中国故事”的

使命，充当跨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让学生表达自己的思想政治观点，融知识、

能力、素养、认知和情感于一体，能有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英语知识讲授的有

机统一。

图 7 新闻播报 1：疫情下的中国经济 图 8 新闻播报 2：网络购物节的经济效益

图 9 全球化的好处 图 10 全球化的弊端

3.5 课后评价与反馈

课后，学生通过超星平台、中国大学 MOOC 平台等泛在学习方式进一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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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教师所推送的音视频资源，吸收、内化所学知识，并通过 QQ、微信、学习通

等方式分享学习心得，参与话题讨论（图 11），拓展新的语言文化知识，加强师

生交流，形成线上、线下不同层面的语言互动环境。教师应根据平台数据、课堂

表现、教学日志、学生学习笔记、作业和测验完成情况，综合评价学生的思政学

习效果，对思政教学环节设置的合理性进行反思，动态地完善、修改教学设计。

同时，教师可利用超星平台的 PBL 模块或学习通的分组功能开展师评、互评和自

评（图 12），全面、综合地评价学生的学习表现，完善师生互动和互评体系，提

升考评精准度，使教学进入良性循环。

图 11 学习通话题讨论 图 12 学习通分组任务

4 结语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为英语视听说线上教学制定课程思政目标提供了

操作性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在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指导下，对学生的认知过

程进行明确的划分，并将思政教育作为英语视听说课程教育的一部分，进行分层

次、有针对性的思政教学设计，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为内容，以探讨东西

方文化差异为载体，以“讲好中国故事”为落脚点，可以将思政目标与英语视听

说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紧密结合起来，为课程思政基本思路的梳理提供有力支撑，

丰富了学生德育评价内容，从而实现全方位的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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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简介

杜洪晴，副教授，女， 1981 年 6 月生，英语专业教研室教师，BEC 初、中

级口试考官，雅思笔试考官。2004 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教育

专业，获文学学士；2007 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

获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加拿大英语文学和英美文学。在省级及以上刊物发

表论文 30 余篇，参编英语教材 1部，主持和参与省级以上课题 10 余项，包括主

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 项、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2 项、省社科联课题 1

项、徐州市社科联课题 1项，全国高校教学研究课题 1项等。

作为《英语视听》课程负责人，主持的《英语视听（III）》成功获批了省级

一流课程，主持校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2个，校级优秀教学团队 1个，校级课程

思政优秀教学团队 1个，校级在线开放课程 1个，校级一流课程 1个，校级优质

课程 1个、校级混合式教学改革项目 1个。

成果获省社科联应用研究精品工程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外语微课大赛省二

等奖，省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作品大赛一、二等奖，徐州市科技情报课题成果一等

奖、三等奖，校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等，指导校级优秀毕业论文三等奖 1

项，多次举办全校公开示范课和教学沙龙，被评为校“青年教师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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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 原材料标准成本

金融学院 戴理达

1 预习任务回顾，以此引导学生思考：

 材料成本超支的动因有哪些？

 材料成本超支如何进行责任界定？

 企业不同子系统之间如何协调材料成本控制目标？

图 1 预习案例展示图

2教学内容安排

2.1标准成本法的内涵界定与基本思路

标准成本法是现代企业加强成本控制、评价经济业绩的一种控制方法与管理

制度。它以预先制定的标准成本为基础，用实际成本与标准成本进行比较，探寻

实际成本脱离目标成本的差异、分析差异发生的原因，配之以相应的奖惩，同时

采取措施挖掘潜力以降低成本的一种管理方法。标准成本法所反映的管理思想即

“在资源约束的情境下理性追求控制效率”。具体的思路如下图所示：

图 2 标准成本法的基本思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0%E6%9C%AC%E6%8E%A7%E5%88%B6/33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87%E5%87%86%E6%88%90%E6%9C%AC/13817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E%E9%99%85%E6%88%90%E6%9C%AC/927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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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原材料标准成本分析

2.2.1 通过引入模型，向学生介绍原材料标准成本法的计算思路

2.2.2引入案例，通过数据的运算使学生深化对模型的理解

例：W 公司本期生产甲产品 200 件, 实际耗用 A 材料总计 900 千克。A 材料的实际价格

为每千克 100 元、标准价格为每千克 110 元, 单位甲产品的材料消耗定额为 5 千克。成本差

异分析如下:

材料价格差异 = （100 － 110）×900 = －9 000（元）

材料数量差异 = （900－200×5） ×110 = －11 000（元）

材料成本差异 = － 9000+ （－11000）= －20 000（元）

2.2.3结合计算结果，进行启发式系列提问

通过计算可知，当期材料成本差异为负数，那么可否直接下结论：材料成本

出现节约？从而引导学生进行一系列思考（如下图 3）

图 3 基于案例计算结果的系列思考

2.3由此案例引入拓展性思考

企业能否通过一味削减成本来获得所谓最优的“控制效率”？

 成本（COST）是一种经济代价，是任务导向性的经济行为。

 过度节约违背了“得失平衡”的基本规律，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对

企业可持续发展极具负面影响。

 实践中，应该规避“为了节约而削减成本”与“无视社会责任过度消耗

资源”的两种极端做法（如下图 4所示）。

图 4 非理性的材料成本控制行为

       标准成本=单位产品材料消耗定额×原材料标准单价

                         价差 =（P1-P0）*  Q1

   量差 =（Q1-Q0 ）* P0

原材料成本差异 = 价差+量差

非理性的材料

成本控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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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结合例题的计算与分析，请学生结合经济“新常态”进行预习讨论题的讲解，

教师点评归纳

 不能简单依据成本差异的方向（节约或超支）来判断控制的效果，而要

考查任务的达成度。

 根据作业链-价值链的特征，明确成本责任主体，以避免相互推诿之局面。

 根据成本差异产生的原因纠偏。

 资源消耗与价值创造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成本控制不仅是对资源

利用的规范，同时也是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

值的双重效应。

3 职业素养培育

同学们作为未来的职业会计师，秉持“素养先行、德技兼修”的理念，尊重

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理性识别价值链增值环节，通过自律与责任担当与利益相

关者进行知识分享与价值共创，以优化成本链的管理效率。

图 5 基于成本控制的职业素养嵌入图

4 教学反思

1. 学生对于特定会计问题的解答掌握情况较好，但是对于自主发现问题、

并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归纳与演绎，显得较为生涩。今后教师应设计有助于学

生高阶思维训练的例题、案例，增强教学内容的高阶性与挑战性。

2. 学生对于知识点所内隐的哲学意蕴与“思政元素”，感触较浅。今后教

师应通过教学方式方法的持续改善，扭转“重知识输入能力、轻知识输出能力”

之局面，增强课程的立德树人功能。

3.引导学生积极利用互联网与移动“微学习”平台，拓展课本知识点的外延，

教师课可在课堂上实时引入财经领域前沿动态与业界资讯，带领学生关注现实生

活，以实现专业知识与未来职业胜任力的有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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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简介

戴理达，硕士，副教授，徐州工程

学院“优秀主讲教师”、中国生产力学

会高级会员、中国双语教育研究会会员、

会计学国家一流本科专业教学团队骨

干教师、我校首个专家验收合格的双语

教学项目《西方会计》主持人（2009

年）、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ACCA）创

新实验班首届班主任、青年教师教学发

展培训项目培训师，曾作为双语教学师

资进修于新西兰奥克兰商学院。

目前主要从事《西方会计》（双语）、

《基础会计》与《管理会计》的教学任务；主讲课程《基础会计》获批“校级一

流课程”“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及“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担任《基础会计》

“校级先进课程思政教学团队”主持人。科研方向为产业资本生态、管理会计变

迁。从教以来，出版学术专著 1部；发表中文核心期刊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中，

CSSCI 检索 7篇、 EI 检索 2篇；主持完成省级、市厅级科研项目 11 项；获“第

十届全国优秀生产力理论与实践成果奖一等奖”等市厅级以上奖项 8 项；2019

年获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4 年获徐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47

《高级英语》线上教学设计与实践

外国语学院 刘艳明

1 基本信息

1.1 课程名称：《高级英语》

1.2 章节名称：Lesson Four The Shack

1.3 授课对象：2019 级英语 2班

1.4 授课方式：混合式教学

1.5 学时：1学时(45 分钟)

1.6 主讲教师：刘艳明

1.7 课程基本情况

《高级英语（II）》是英语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本课程旨在提升学生英

语语言综合技能，尤其是阅读理解能力、文体修辞与名篇鉴赏能力。通过篇章讲

解分析，讲授有关英语文体类型、谋篇策略、修辞手段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提高

学生语篇阅读能力，进一步扩大词汇量和知识面，使学生具备更好的口头与笔头

表达能力；注重学生对不同体裁、不同题材、不同风格文章的欣赏力和独立思考

能力，进一步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培养逻辑思辨能力和运用英语语言交际

的能力。

2 学情分析

2.1 知识基础

学生已经了解文体学相关知识，熟知英语记叙文和议论文等文体的语言特征

和谋篇布局，但对描述文的特点和修辞方法还缺乏基本认知。

2.2 能力水平

学生的英语文学鉴赏能力和思辨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部分学生的篇章理解

能力和口头生产和表达能力需要加强。

2.3 素质特征

学生具有家国情怀和合作意识，但国际视野仍需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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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目标、内容与思政融入点

3.1 教学目标

3.1.1 知识传授

介绍文本的交际功能、描述文的文体特点和修辞手法，讲解文章大意、结构、

重要词组、长难句等。

3.1.2 能力培养

培养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英语文学鉴赏能力、思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学生具有赏析文学作品，用描述性、修辞性语言描述某个地方的能力。

3.1.3 价值塑造

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合作精神。

学生能够体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树立正确的自然观。

3.2 教学重点

文本中的修辞与文体风格，以文本为依托学习描述的方法和技巧。

3.3 教学难点

修辞手法：Imagery(意象)

3.4 教学内容

（1）文本的交际功能：描述一个地方。

（2）作者简介。

（3）文章主题思想、写作风格、修辞手法、重点词汇、长难句等。

3.5 思政融入点

（1）以学生“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主题演讲内容“老子”作为引入，

介绍中国古代人的自然观，探讨其现代意义。

（2）在每周进行的外刊英语阅读中选择最新关于人与自然的相关文章。

（3）课文讲解学习中，分析作者的自然观，激发学生热爱自然之情。

（4）课前课后活动中，采用观看视频、翻译练习等活动了解习近平关于“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论述以及中国在保护大自然方面做出的努力。

4 教学设计

4.1 设计理念

基于BOPPPS模型和POA（产出导向法）理论，以学生为中心，知识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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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位一体，课前、课中、课后三者并重，利用互联网实现

教学时间和空间的拓展。

4.2 设计流程

课前教师发布学习任务和资源，学生完成课前预习；课上坚持“问题为驱动，

产出为导向”的理念，提高学生线上学习的专注度，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课后

学生完成教师发布的任务，巩固并拓展。教学设计流程见下图：

图 1 《高级英语》线上教学设计流程图

5 教学方法与手段

5.1 教学方法

任务式、讲授法、互动式、讨论式。

5.2 教学手段

采用腾讯会议+学习通+QQ群“三合一”在线教学模式。腾讯会议作为直播

平台，用于学生主题演讲、教师授课和师生互动；学习通作为学生自主学习平台，

用于提供学习资源、开展话题讨论和发布作业等；QQ群发布教学任务、规则、

课件及知识链接。

6 教学过程

6.1 课前预习

学生对照学习任务清单，通过预习课文和观看视频了解文章的基本框架、主

要观点和思想、作者及背景知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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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融入】

本周的外刊阅读精选国外最新报刊文章：“加州计划将向土著领导人提供1

亿美元，用于购买祖传土地”和“星链：SpaceX的卫星互联网系统”。第一篇

是美国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在2022年3月18日提议给予加利福尼亚土著民族1亿

美元，以便能够购买和保护他们的祖传土地，确保到2030年加州近三分之一的

土地和沿海水域得到保护。第二篇文章介绍美国SpaceX公司的星链计划及其引

发的争议。学生通过阅读2篇外刊并完成相应的阅读理解题目，可以增加相关主

题知识、拓宽国际视野。

6.2 课堂演讲与讨论（10 min）

本节课“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主题演讲的题目是“老子”。结合演讲中提

到的老子的自然主义，提出讨论话题：What’s your understanding of LAO Zi’s

“naturalness” and its inspiration to modern people? 学生进行线下讨论并在学习通

中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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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新课授课（30 min）

6.3.1 Warm-up：Is there a beloved place in your mind? Please describe it.

【思政融入】：激发学生对家乡、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培养中国情怀。

6.3.2 Communicative Function: Describing a Place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places that can be described. One can describe a place

to work in, a place for entertainment, a place of natural beauty, a place of

architectural value, or a place of historical interest. In the present selection, the author

combines natural imagery with her pleasant recollections to convey her sense of a

place to work in as a writer.

6.3.3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Margaret Laurence (1926-1987)

A Canadian novelist, born in Neepawa, Manitoba on July 18,1929. Her works

include the novels This Side Jordan, The Stone Angel, A Jest of God, The

Fire-Dwellers, The Diviners, and collections of short stories and other writings. Her

writings usually focused on women struggling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small

town life.

6.3.4 Text Comprehension

（1）Overall Comprehension （提出问题、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及对课文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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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和把握）

①What is the thesis statement of this essay?

② What are the examples to show that the author has had more than one best

place?

③ Which place do you think the author focuses her attention on? Why do you

think so?

（2）: Detailed Study（在课文讲解过程中坚持“问题为驱动，产出为导向”的

教学理念，抓住学生注意力，引导思考。）

Para 1.

Questions:

①Which place is described in this para.?

② What imageries are employed in (1)“…until we reach the sand and the hard

bright pebbles of the beach at the edge of cold spring-fed lake. (2) “…at night the

loons still cried eerily, before human shrieks make them move away north.

③ What figure of speech is used in “the stands of thin tall spruce and birch trees

slender and graceful as girls?

New words: inhabit, sturdy, slither, exhilarate, peril, loon, eery

Imageries: imagery of sight, imagery of feel, imagery of hearing

Figure of speech: simile, transferred epithet, personification

学生在仔细阅读后回答问题，教师通过讲解帮助学生理解细节内容，明确修

辞手法“意象（imagery）”的用法，体会文学语言的优美。

Para 2.

Questions:

①What is described in this para.?

②What is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 speedboats on the river?

③ What imageries are employed in “…the people in speedboats who spend their

weekends zinging up and down the river.”

④ What figure of speech is used in “the riverbanks might just as well be green

concrete and the river itself flowing with molten plastic”?

New words: attribute, 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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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ries: imagery of sight, imagery of hearing

Figure of speech: metaphor, onomatopoeia.

为了提高线上授课效果，教师对课件进行了修改，将文本和知识点结合。在

授课过程中利用在线平台的聊天功能与学生保持互动。

【思政融入】：学习鉴赏作者用优美的语言对景物的形象描写、分析作者

的自然观，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

6.4 后测与总结（5 min）

总结本课内容，进行修辞练习测试。

6.5 课后拓展

【思政融入】学生课后完成：

（1）观看学习通资源，了解中国在自然保护方面做出的贡献，学习习主席

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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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宿舍为小组合作翻译下列段落。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大自然是

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大自然孕育抚养

了人类，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尊重自然，

违背自然规律，只会遭到自然报复。自然遭到系统性破坏，人类生存发展就成了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推动形成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

（3）以“My Beloved Place”为题写一篇150字左右的文章。

教师通过QQ班级群和学习通发布拓展学习材料、课后作业等，学生进行讨

论、完成作业、并在学习通平台提交或私信发给老师，老师及时总结作业及讨论

成果，并进行个别和差异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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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教学反思

本学期线上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热情未减，课堂参与度有所提升，互动

良好。大部分学生能够做到课前预习，课中认真听课、积极思考，课后完成作

业，基本形成较为有效的线上课堂互动性。在线教学的特殊性要求对课前、课

中、课后的教与学数据进行及时跟踪，通过签到、回答问题等课堂互动检验学

生在线学习的状态，通过讨论和作业的评价检验学生学习的效果、检验教学目

标是否达成，适时调整教学进度与安排，采用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

方式，科学评价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能力，实现以评促教、以评促学。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作为一线教师我们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去探索线上教

学的方法、方式，寻求优化教学效果的好途径，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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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简介

刘艳明，博士，副教授，担任《高

级英语》、《英美文化》、《英语视听说》

等专业课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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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云端翻转也精彩

师范学院 陈奇

本学期开学前，学校、学院就提前做好了线上教学的各项准备工作：引导教

师做好教学设计，保障教学质量；鼓励教师充分利用长江雨课堂、学习通、腾讯

会议等线上教学平台开展混合式教学。但是线上良好的教学效果离不开学生的配

合，本学期我担任 19 小教 3 班、4 班外国文学课程的任课教师，通过腾讯会议

配合长江雨课堂来开展教学活动。两个班级的学生克服困难，积极参与外国文学

作品的讲演，在线上教学中掌握知识、积极互动、创新思维，并取得了显著的学

习成效。接下来，我将与大家分享一下学生的学习成果：

一、线上课程翻过来

基于外国文学以理论教学为主的课程性质，为进一步调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我尝试将线上直播教学与线上研讨教学相结合，通过翻转课堂的形式，把课堂的

主动权交给学生。现在学期已经过半，在学生翻转课堂的成果中，涌现出一系列

形式多样、特点鲜明的作品。

二、形式多样转起来

课程伊始，我先给学生布置的两项作业——作品讲演和思维导图。

1. 作品讲演

通过自由分组来确定人员构成、通过作品抽签来选定讲演篇目，由学生来完

成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讲解或表演，强调展示材料的原创性，以锻炼学生的逻辑

思维、文学鉴赏、语言表达、团队协作等综合能力，帮助学生在翻转课堂的过程

中构建自己的学习体系。

翻转课堂的大致流程是这样的：

课前：自主研读课本，完成小组分工，分头收集资料，完成课件制作，教师

进行针对性指导，完善课件、打磨讲演流程；

课中：学生自主汇报，完成文学作品的讲演。教师在学生讲演结束后进行点

评，并鼓励学生通过腾讯会议的聊天对话框或长江雨课堂的弹幕来沟通交流。

课后：与学生保持联系，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及时

进行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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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挑选了部分学生作品的截图展示给大家：

学生绘制的《哈姆莱特》人物关系图

学生对于《失乐园》作品主线的分析

学生对于《包法利夫人》主要人物性格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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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于《红与黑》主人公于连性格特征的分析

2. 思维导图

学生自选章节，参照教材与教师课件，完成思维导图的绘制。

学生绘制的思维导图集锦

以上是学生提交的部分思维导图，有借助软件制作的，也有手写的。思维导

图的绘制可以帮助学生理清外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加深记忆，同时对学生的学

习态度也是一个有效的检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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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通过长江雨课堂平台发布作业，并进行作业回收与批阅。

长江雨课堂作业批阅

（右侧红框是教师的批注，学生可在自己的雨课堂里查看得分和批注）

三、云端 PK卷起来

现在有个词很火，叫“内卷”。学生进行翻转课堂的过程也是越来越卷。在

作品讲演的过程中，学生们可谓十八般武艺全都展示出来，绝不藏私。

1. 原文朗诵

学生用英语朗读狄更斯《双城记》的片段

2. 剧本表演

视频提前录制，在课堂上进行播放，所以即使是因为疫情原因暂缓返校的同

学也同样可以通过剪辑参与到表演中。确保“翻转有我，人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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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提前录制的莫里哀《伪君子》的片段

暂缓返校的学生在家参与莫里哀《伪君子》的表演

四、结语

翻转课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填鸭式教学的弊端，学生由被动学习者转变

为主动求知者，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

资料查阅、小组合作等过程，可以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团

队协作能力；在作品讲演过程中，教师可以收集优秀的课件作品和表演视频，有

利于丰富教学资源。但同时，翻转课堂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具有

更强大的课堂掌控能力，如何合理进行教师讲授与翻转课堂的用时分配，如何在

作品讲演结束后保证课堂互动的有效进行，这都是需要教师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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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简介

陈奇，女，硕士，1989 年 1 月生，江苏溧阳人，中共党员。毕业于苏州大

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主要从事跨文化交际、对外汉语教学等领域的教学与科研

工作。担任《外国文学》、《普通话与教师口语》教学任务。主持徐州市社科基金

项目 1项，参与 2项；在省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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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的“四精准”线上教学

——以《经济学原理》为例

管理工程学院 陈扬

精准教学是20世纪60年代由奥格登林斯利基于斯金纳的行为主义理论提出

的，在线教育中，大量的数据可以为精准教学的教学方式转变和教学策略优化提

供技术支撑。精准教学是基于在线教学平台，教师精准且系统地评估教学目标、

展开教学决策、进行教学评价，学生精确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习资源的一种模

式。可见，精准教学的目的就是记录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学习表现中的基本数

据，从而做出正确的教学决策。通过对课前、课中和课后教学全程数据的全面采

集与深度挖掘，能够精准识别班级群体和学生个体的知识与技能掌握状态、存在

的学习问题、学科能力优势与缺陷等从而做到精准化的干预教学。

图 1基于数据的精准教学框架

1. 经济学原理课程特点

1.1 三多课程——课时多、学分多、内容多

经济学原理课程属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包含了微观经济学和宏

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课程通常至少需要 64 个理论课学时，4 学分。本课程课

时多，学分多，教学内容多，教学任务较重。

这意味着要注重合理安排教学中的互动，提高互动效率。

1.2 课程难度较高

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高等数学的基础知识尤其是微积分的基础知识，因此通

常会设置在大一的第二学期开设。此外，本课程需要较高的几何分析能力，课程

内容的分析尤其是微观经济学部分的内容多采用几何图形及其变换的方法。由于

经济管理类专业招生时通常是文理兼收，对于部分学生尤其是文科生而言，此课

程具有较高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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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需要根据学生的不同基础，解决学生面临的不同问题。

1.3 课程理解不易

本课程要着力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虽然课程内容与经济生活现实有较强的联系，但由于一方面学生对社会

经济现象的接触与理解不足，另一方面经济学原理的理论假设通常比较严格且理

论较为抽象，因此学生从基础知识、经济学思维方式及解释现实经济问题三个方

面展开学习，需要透过生活中的经验现象来理解抽象的经济学原理，理解并不容

易。

这意味着，学生会有重复学习和理解的需求。

2. 数据驱动的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四精准”线上教学

教师以在线平台数据为依托，实现从课前到课中再到课后的“四精准”——

针对学情和教学目标的精准教学设计、课堂上的精准输出和互动、教学的精准评

估以及课后针对学生学习问题的精准辅导。

2.1 精准教学设计

课前，在对学生知识基础、能力水平等进行了解的基础上，根据课程教学目

标，完成教学设计，包括：课前导学内容和方式的确定；教学资料、教学平台的

选用；教学的计划与控制措施等。

2.1.1 学情数据

精准教学设计是基于学情分析，学情数据最初主要来自于 QQ 群聊的交流，

课程开课后，则主要来自于雨课堂后台教学过程生成的数据，包括课上测验的答

题情况、缩略图页面的“不懂”点击页数和学生人数、课堂互动时学生弹幕的反

馈情况、课后讨论和作业的完成及正误等。图 2显示的与点击“不懂”学生的一

对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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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与点击“不懂”学生的交流

2.1.2 课前导学

根据学生学情，结合每次课程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按照导学内容，提前在

雨课堂或 QQ 群发布导学任务。通常，慕课资源或其他视频资料，会发布在雨课

堂平台；阅读书目等则主要发布于 QQ 群文件中。

2.1.3 教学资料与教学平台

根据学校要求和师生实际教学与学习环境条件，选择雨课堂+QQ 群的平台模

式完成整体的线上教学过程。雨课堂无需额外下载软件，对设备硬件要求不高，

占用内存空间较少，服务器功能较强，尤其是教学数据统计功能和课程回放功能，

非常适合经济学原理课程的精准教学。补充的教学资料，全部内置于课堂用 PPT

中。视频资源除采用雨课堂内置的学堂在线慕课外，其他短视频预先上传于雨课

堂课程建设平台，同步至课程班级后插入 PPT，播放效果清晰流畅，如图 3所示。

QQ 群则主要是用于师生课外的即时交流和一对一精准交流。

图 3 非内置短视频的插入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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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教学的计划与控制

图 4为课程教学计划与控制的整体示意图，每节课会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

在连接层和具体设计上有所差别，但基本的环境层不会出现随意变动。

学情获取与分析 雨课堂/QQ 群聊 雨课堂数据+群聊问答和交流

导学任务 雨课堂任务发布 发布导学清单和任务

新课程资料与讲解 雨课堂视频直播 视频直播，精细授课

课堂交互、即时反馈 雨课堂互动 随堂习题、弹幕、投票等

思考与讨论 雨课堂作业/讨论 参与讨论与交流

精准评价 雨课堂数据分析 了解每位学生学习状况

精准辅导 QQ 群/QQ 私聊 一对一、一对多解决学习问题

连接层 环境层 具体设计

数据层

主

体

核

心

层

图 4 教学计划与控制示意

2.2 精准输出互动

结合教学目标与内容，课堂教学中可通过雨课堂完成较为丰富的师生互动，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教师实时掌握学生在线学习情况。

2.2.1 直播讲授与投票的配合

对于需要学生探索和分析的新知识，适合采用投票方式完成互动。投票不计

成绩，没有对错之分，学生参与互动无压力，积极性高。比如讲解边际成本定价

问题时，通过视频举例航空公司空余座位问题，鼓励学生投票是否卖出剩余座位。

学生参与度达 100%，而且在看到投票结果后，学生自发弹幕开始了争辩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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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学生投票与自发讨论

2.2.2 直播讲授与测验的配合

根据课程内容的重点与难点，预先在雨课堂课件中插入随堂测验题，随时可

以检测学生掌握情况，并可在课后更为细致的了解哪些学生掌握不佳，进而能够

通过 QQ 一对一精准辅导。如图 6 所示，该题涉及的弹性概念为教学重点也是难

点，从课堂检测情况看出，51%的学生掌握不佳，教师随即调整教学安排，重复

该重点内容的讲解。

图 6 课堂测验

2.2.3 直播讲授与弹幕的配合

直播中打开弹幕这种符合学生年龄段喜好的互动方式，有利于提高学生互动

积极性，不仅完美的实现了师生互动，也很好的激发了学生生生互动的热情。同

时，弹幕的互动方式比单独与学生连麦更适合大班的课堂教学，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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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学生某次课堂发布弹幕情况

2.3 精准教学评估

随堂测试不仅帮助教师随时掌握学生吸收掌握知识的情况，也帮助学生直接

获得了学习评价的即时反馈，保持了思维的连贯性，有助于更正和巩固。每节课

后，教师查阅雨课堂自动生成的课堂报告，了解课堂教学的详细数据。比如前文

所述课堂检测错误率较高的题目，教师在课堂报告中查看错误的同学名单，再通

过 QQ 对错误的同学发送了专门的强化练习题，如图 8所示。

（a） （b） （c）
图 8 精准教学评估与针对性辅导

(a)题目；(b)答题统计；(c)针对错题发送专门强化练习

2.4 精准课后辅导

课后根据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给学生推送适合学生情况的课外拓展和习题。

精准辅导根据学生需要，采用多种方式。首先，对于需要学生课后进一步结合实

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采用雨课堂讨论的形式发布，不限制学生评论和点赞，教

师课后也要积极参与讨论并评论和点赞，如图 9所示，学生讨论较积极，互动较

多，互相启发，共同思考和解决问题。其次，对于章节中的重难点，采用雨课堂

作业、QQ 群补充资料等形式要求学生巩固，作业中学生普遍出现的问题则在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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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内统一讲解，如图 10 所示。再次，对于个别学生出现的问题，QQ 私聊讲解，

如图 11 所示。最后，对于学有余力的同学，雨课堂发布拓展作业，但不计入成

绩，如图 12 所示。

图 9 雨课堂课后讨论题

图 10 统一讲解共性问题 图 11 个别讲解 图 12 学有余力拓展

3. 数据驱动的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四精准”线上教学效果与展望

目前为止，本学期经济学原理线上教学课程内容刚过一半，教学内容和进度

符合教学大纲和教学进度要求，并未出现在线教学容易出现的课程拖延现象。从

图 13 的雨课堂平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学生参与度很高，尤其是师生互动人次

已 6872 次。而且与预期一致，经济学原理课程有一部分学生需要反复学习才能

较好的吸收课程知识，这点可从 296 人次的课程回放数看出，说明雨课堂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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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

图 13 目前课程数据

教师可以获取学生是如何学习和理解知识的一手信息，而这种信息是传统课

堂教学中教师无法触及的，也是单纯的课程在线讲授所无法获取的。精准教学过

程中的高互动率，更保证了数据信息的获取和“精准”的实现。

但是，这种“精准”对任课教师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一方面，教师要有能力

充分挖掘和利用在线教学平台及其后台教学数据，另一方面，针对学生不同学情

“精准”解决学生问题，确实会占用任课教师极多的课余时间，尤其对于此类专

业基础课，往往采用合班的大班授课，学生人数众多，问题多样，这不仅需要教

师投入极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教师平台数据利用能力的重要

性。要能够识别学生不同问题的根源与属性，才能精准的分门别类的高效解决学

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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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简介

陈扬，徐州工程学院管理工程学院教师。长期从事经济与管理学领域的教学

与研究。先后主持和主研省部级项目 2项、市厅级项目 6项。独立或第一作者发

表科研论文 18 篇，其中 SCI 检索 2 篇，CSSCI 和中文核心期刊 5 篇，EI 源刊 1

篇，CPCI 检索 2 篇，出版合著 1 部；发表教研论文 5 篇。副主编江苏省高校重

点教材 2部，普通教材 1部。获市厅级以上奖励 8项，获校级教学奖励 4项。指

导学生获江苏省优秀毕业论文三等奖 1项、指导学生发表论文 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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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OPPPS 教学模型的大学英语课程有效线上教学设计

——以《全新版大学英语听说教程》中《FOOD》为例

外国语学院 张云霞

2022 年 3 月无情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席卷徐州大地，将我校全面推进在线

教学活动，给习惯了面对面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为了阻断疫

情向校园蔓延，徐州市果断发出“利用网络平台，停课不停学”的通知，我校积

极组织教师进行线上教学。在面对特殊灾难面前，全校老师们全力以赴，认真研

究教学方法和经验，依托中国大学 MOOC 的优质课程、学习通等，充分利用现代

教育技术，坦然面对，在短时间内很快实现从线下传统教学到线上现代化教学。

但是，目前的线上教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教师缺少线上教学经验，未能

深入理解和认识线上教学的特点和优点，以致无法实现有效的线上课堂教学，出

现了课程教学效果低、教学效率低、学生参与率低，“学生挂课、人机分离、无

人应答”等现象，未能实现其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教育目标

面对这些问题，本人认为可以通过精心准备优质教案和教学设计来改善。

教学设计是将教学的全要素有机组合和安排，将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方

法、教学内容和时间分配、学生活等进行有效设计，实现以学为中心的课堂，是

达成教学任务的基础。在我的线上课堂教学中，我主要依托 BOPPPS 教学模型开

展教学实践。

一、BOPPPS 有效教学模型
BOPPPS 教学模式以建构主义和交际法为理论依据，以有效教学设计著称，

是一个强调学生参与和反馈的闭环教学过程模型，是北美国家诸多名校比较推崇

的教学过程模型。

BOPPPS模型将课堂教学过程分为 6个教学环节，各环节名称、教学任务

和设计要点包括：导入(BRIDGEIN，B)、教学目标（OBJECTIVE, O）、前测

（PRETEST, P）、参与式学（PARTICIPATORYLEARNING, P）、后测

（POST-ASSESSMENT, P）和总结（SUMMARY, S），由六个模块构建了连贯、

有效、完整的教学过程。

与传统课堂教学相比，BOPPPS教学模型突出了参与式学习，强调学习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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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中的主动角色。其中，关键的要素有三个：一是模型强调和关注明确并可达

的学习目标；二是模型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强调学生的积极参与过程；三

是模型强调教学过程的反思。

无论是在基础课程还是在拓展课程中，本人一直尝试使用 BOPPPS 教学模型

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总结了个人的一些课堂实践的具体实施方法。在此，

本人将依托中国大学 MOOC 教学、智慧职教云平台，利用 BOPPPS 教学模型进行线

上教学。

二、课前准备
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忱，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以及让学生不离开

线上课程，并始终有求知欲，需要老师做大量的先导工作。

第一，了解学生详情。了解学生，包括成绩状况、学生素养、目标追求、职

业规划和班委构成，如，有的学生基础弱，但是有向上的心，就不能放弃，需要

不断鼓励，或者适当的跟踪辅导。另外，班委的引导特别重要，先影响班委，再

让班委动员学生学习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熟悉教学资源。优选多门中国大学MOOC、Unipus以及职教云品台的

相关课程,选取优秀的相关课程，并整合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包括视频学习，习

题练习等。

第三，提前发布相关辅助材料。提前把课堂讲授的要点以辅助资料的形式发

送给学生，让学生提前了解下一节课要学什么并分配任务给学生，用行动让学生

明白，自己是课堂很重要的一份子。老师和学生通过不同渠道的沟通交流，可以

切磋知识，加强情感，增强学生对于这节课甚至这一学科的认知。让学生多渠道

对老师、对同学、对学科有充分的了解，营造相对轻松、和谐的氛围。

（一） 建立 QQ 群、熟练使用各种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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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前发布注意事项。

从教很多年来，作为老师，我给学生制定一些英语课堂规章制度。一、课堂

上思想要积极健康，不说负面的话语，不讲消极的言语。二、准时上课，出勤不

奖励，但是缺勤一定要扣平时分。三，上课不玩手机，不听音乐。四，上课认真

记笔记，而且根据书写和上课跟课情况给与平时分。下课后，五分钟之内全部上

传到群里，挑选优秀的笔记。五，上课积极回答问题，不能游离课堂，不能脱线。

每互动回答一次问题，根据问题的难度给与奖励，但是如果长时间不能互动，就

会点名回答问题，但是不给与加分。

（三）发布课程介绍和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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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 BOPPPS 教学模型的线上课堂教学

（一） 导入部分--- Bridge in (B)

教 学

设 计

或 方

法

1、结合疫情期间各地蔬菜、食物紧张以及世界部分地区严重缺少食物为

切入点，选取相关视频，让学生通过视频、新闻以及图片感受饮食文化

2、 借助 QQ群，让学生讨论视频导入中的重要问题：(1)Food is heaven for

Common people? (2) You are what you eat. (3) Food and culture go hand in

hand. (4) What’s the social values and functions of food?

教

学

方

法

1. 任务驱动法：通过课程 QQ群提前布置本讲课的学习任务----《FOOD》，

让学生带着任务自主开展相应资料和录播视频的学习，中国大学 MOOC

平台资料《英语漫话中国文化》、《饮食文化》等。

https://www.icourse163.org/learn/NYIST-1003366032?tid=1467143677#/lear

n/content?type=detail&id=1248111317&cid=1274652741

https://www.icourse163.org/learn/HZAU-1001700020?tid=1467046475#/learn/

content?type=detail&id=1247436223&cid=1273251514

2. 交流讨论发：通过课程 QQ群，将学生分成八个小组，每个小组指定组

长，课后收集同学们的观点，由组长整理并发布到 QQ群里或者以语音或

者录制视频的形式发给老师。并由同学们共同评比哪组最优秀，给最优秀

的小组全体成员加上特定的平时成绩。

https://www.icourse163.org/learn/NYIST-1003366032?tid=1467143677#/learn/content?type=detail&id=1248111317&cid=1274652741
https://www.icourse163.org/learn/NYIST-1003366032?tid=1467143677#/learn/content?type=detail&id=1248111317&cid=1274652741
https://www.icourse163.org/learn/HZAU-1001700020?tid=1467046475#/learn/content?type=detail&id=1247436223&cid=1273251514
https://www.icourse163.org/learn/HZAU-1001700020?tid=1467046475#/learn/content?type=detail&id=1247436223&cid=127325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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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目

的

（

课

程

思

政）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爱国主义情怀和文化自信。让学生深入学习和

了解““民以食为天”，“礼之初，始诸饮食”的文化含义。让学生了解

食物是人类的生存基础和生活保障，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中国

的饮食文化是中国综合文化“衣食住行、琴棋书画、儒释道医”其中之一。

中国的饮食文化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深厚底蕴。 其中

“Food is the heaven for common people”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以人

为本，以和为贵，重视民生。 “we are what we eat”向世界展示了中

国人民热情、善良、勤劳、智慧、质朴和好客的优良品格。年轻的学生们，

需要深谙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之道，热爱民族、热爱中华文化，以中华文

化为自豪，并展现出当代大学生的自信独立的风采。

（二）教学目标---Objective O
BOPPPS
教学模型

知识目标

knowledge Objective
能力目标

Ability Objec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思政目标

教学目标
Objective O

在知识目标中，学生

要求掌握本单元重点

知识点：1、四组语音

知识 /ɔ://aʊ/ /ɒ//əʊ/
/k//g/ /j//dʒ/。 2、掌

握与 food 有关的重

点词语和表达。3、听

懂与预定餐桌、点菜、

用餐等的场景英语。

在能力目标方面，要

求学生：1、熟练掌握

和区分四组语音，并

能迅速在听力中正确

区别。2、熟练使用与

food 有关的专业用

语，并要求学生能够

熟练表达和使用。3、
根据老师给出的场

景，能开展简单的英

语对话

在思政教育方面，

学生培养自己的

爱国情怀，重视中

文文化，并对祖国

文化充满自信和

自豪，了解“民以食

为天”，“礼之初，

始诸饮食”文化价

值和意义。

（三）前测----Pretest P
在本部分中，主要要求学生提前预习课本知识，以及拓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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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课程有自建网络课程，学生提前自学视频和相关讨论，通过中等和

简单题监测学生的预习效果，尤其是对学生预习过程中讨论的问题的重点。

第二，本人还根据学生的能力为学生选择相应的测试题，发到 QQ 群里，虽

然工作量很大，但是很多学生都能接受。如，今年大部分学生参加英语应用能力

考试，考虑到部分学生比较懒惰，我们要求学生完成听力内容，并且把测试完的

试卷发到群里。

此外，因为学生的听力比较弱，在课程导入部分，所引入的听力视频有一定

难度，我将其字幕改成文本，让学生根据视频内容，进行复合式听写，既减轻了

学生听力恐慌心理，也能够增加学生的听力效果。

（四）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 P

外语课堂强调师生互动，这对于在线教学无疑是一个挑战，而且长时间的老

师讲解会让学生产生疲劳感和厌倦感，为了增加学生的参与课堂系数，这就需要

教师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设计与主题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鼓励学生发

表自己的看法。

第一、课件制作要简洁而多样性，而且必须让学生容易立刻抓住重点，同时

给学生一定的吸引力。无论《大学英语读写》，《大学英语听说》还是《旅游英语

视听说》，我都会根据已有的课件材料进行重新制作，根据学生能力、课程重点、

难点调整教学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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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如在讲解《Food》导入时，我主要采用启发式

教学，给学生提出两个简单的问题，如，what’s your favorite fast food restaurant at

home and abroad? Why do you like to eat western fast food?

我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参与简单的问题讨论，可以增加他们的自信，也可以分成小

组，派代表进行发言等。通过简单的问题，进而引发学生加深中西方饮食文化的

对比，发掘产生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如生产方式差异，思维方式差异，自然环

境差异等。通过饮食，让学生了解什么是文化，并思考文化的本质，以及文化无

优劣之分，引导学生热爱祖国文化，并投身到中华灿烂文化的继承和传播中。

此外，在讲到语音练习时，我主要通过讲授和不断让学生实践的方法。如介

绍每个语音的发音部位，舌、唇、齿、喉等的要求，让学生明白每个音素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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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音器官的运动，然后再让学生反复练习，并辅以相关的辅助练习。

第三、对学生进行实时课堂考核和鼓励

大学生的课堂也需要适当的鼓励，这个鼓励主要来自于情感和平时分奖励。

课堂上，尊重和热爱学生，尊重每位学生的向学之心，给他们适当鼓励和回

报，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例如，为了让学生们，上课不掉队，我要求学生上课

记笔记，根据笔记的内容判断学生上课的跟课情况，如果跟课特别优秀的，我会

奖励平时分；虽然也记了笔记，但是后补的，分数就不会高。上课，我会经常喊

同学们朗诵、翻译，回答问题，如果速度特别快的，回答问题准确或者勤于思考，

都会得到特别表扬，如果两次不到的，除非特殊情况，否则，我就算旷课。这个

规则很受学生们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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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小奖励

（五）后测---Post-assessment

课后测试，包括老师设置的课后测试，也可以包括作业设置。通过课后测试

来分析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找到教学的盲区。按照主题的设计对课堂教学内

容进一步巩固。在本单元的听说课程中，我根据教学重点，设置部分语音练习、

场景句子翻译、编写口语对话，并要求学生上传录音或者视频。



81

老师对学生的作业情况进行反馈，对学生来说也是鼓舞，也是促进师生情感

交流的有效途径。语言的习得需要学生的主动投入，所以，作为语言的教授者，

教师应该投入一些情感，并将其融入到课程设计的各个阶段。在对学生的作业批

改中，我们需要对学生给与一些鼓励和雅致的情感鼓舞。

（六）教学总结----Summary S

此部分，已经接近课程的尾声。在这部分中，要求学生抢答梳理本节课的知

识点，鼓励学生表达自己对这堂课认识，形成自己的总结，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能力和提高学生学习效果。

四、总结

Ramsden提出了六点有效教学原则：（1）要让课程有趣；（2）教师要关心、

尊重学生及其学习；（3）教师要给予学生适当的评价及反馈以促进其学习；（4）

课程目标要清楚，且教学内容要有一定的挑战性；（5）学生需要独立、自制和主

动的参与教学中；（6）要教学相长。BOPPPS教学模型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能

有效地体现 Ramsden提出的有效教学原则。但是在线上教学中，还存在一定的

不成熟之处，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反复实践。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们更需要循序

渐进，加强在线课程的建设，拓展和丰富课程发展。

其次，线上教学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学生的学习习惯，但是教学设计和

不同的教学方法对课堂教学质量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教师们需要不断学习，丰富

在线教学经验，同学需要认真考虑课程的性质，根据所在班级学生的特点，设计

教学内容和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开展教学活动。

再次，线上教学更强调师生互动，否则就是教师一个人表演的课堂。这就需

要教师了解学生的特点，选择有价值的教学资源，采用不同的教学平台，设计不

同的教学任务，激发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同时，要保持一定时间

的线上指导和答疑环节，视频交流比文字和语音沟通具有更好的指导效果和情感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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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简介

张云霞，女，中共党员，副教授，外国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

教学方法。完成省市级各类课题 18 项，发表论文 2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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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教学“健体铸魂、以体育人”

体育学院 唐存山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跆拳道》

英文名称：Taekwondo

学 分： 2

适用专业：非体育专业

课程性质：必修

开课院系：体育学院

开课年级：2021 级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及任务

1．课程的性质：跆拳道是一项不用任何武器，赤手空拳与敌手格斗保护自

身的武术，它集心理、身体素质和技战术修炼为一体的紧张、激烈并具身体对抗

性极强的项目。

2．课程的目的：提高中枢神经系统和运动器官的机能，改善心肺功能，发

展学生的特长和个性，全面提高身体素质，促进身体健康。培养积极勇敢、果断

顽强的意志品质，激发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发挥协作和团队精神。

3．课程的任务：通过系统化学习，使学生掌握基本跆拳道技、战术，通过

合理、科学的体育教学和锻炼过程，培养学生礼仪廉耻、忍耐克己、百折不屈的

品质；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健康，全面提高学生的体能，促进其身心全面发展。

三、课程教学目标

课程目标 1：热爱跆拳道运动，形成终身体育锻炼的意识和习惯，对跆拳道

的技术和文化内涵有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具有较高的体育文化修养和观赏水平。

课程目标 2：熟练掌握跆拳道基本腿法和品势，不断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在

技术技能考核达到良好以上标准。

课程目标 3：能够运用所学技术，自觉进行跆拳道的学习和练习，逐渐提高

体育文化和道德修养，关心集体乐于助人，人际关系和谐，具有寻找他人和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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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能力，形成适应社会和生活方式。在跆拳道的教学和锻炼过程中，能主动

参于，积极与他人合作，具有团队意识。

课程目标 4：能依据跆拳道运动的特点，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全面发展技

能，练就强健体魄，提高锻炼能力。

四、课程育人目标

德育目标 1：通过了解中华文明中蕴含的体育学原理，学习我国科学家在体

育学研究中的伟大成就和追求真理、永攀高峰的品质，引导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德育目标 2：在行动导向教学中，训练学生掌握正确的方法论，培养学生以

问题为导向，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德育目标 3：在案例教学中，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看

待和处理问题，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塑造学

生正确的价值观。

德育目标 4：在分组讨论教学时，通过合理分工和有效组织，培养学生以科

学的态度分析体育学中的复杂问题，具有崇尚科学、求真务实、批判质疑的科学

探究精神和团队合作意识。

五、课程考核与评价

课程考核以考核学生对课程目标的达成为主要目的，以检查学生对教学内容

的掌握程度为重要内容。课程考核包括体质健康测试、课外体育锻炼、专项考试、

考勤、作业五个部分。

六、跆拳道课程思政

2022 年 3 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将课堂教学工作由线下转移到

线上。《跆拳道》课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将思政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

充分实现了“停课不停育”的教学要求。

七、优化教学设计，让课程思政更鲜活

疫情防控是一本思政教育的“活”教材，调整课程思政着力点，充分发挥课

堂主渠道作用。从跆拳道课程特点出发，提取全民抗役中的教育内涵，将疫情防

控中生动鲜活的彰显体育人、跆拳道人担当的典型案例，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内容。



85

传授知识的同时，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强化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八、创新教学模式，让课程思政更立体

探索创新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打造立体化教学课堂。通过雨课堂、学习通、

腾讯会议、企业微信、QQ 群等多种平台，实现观看动作视频、直播课堂、翻转

课堂、在线说课等多种混合教学模式。充分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结合疫情、时

政要点、国际动态等，提炼与跆拳道课程思政相关的视频、图片等资源，有机融

入到课堂教学当中，实现学生多角度、全方位浸润思政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图 a:线上授课、答疑）。

（图 a:线上授课、答疑）

九、丰富教学方法，让课程思政更精彩

疫情期间，采用线上授课方式，对《跆拳道》这种技能为主的课程是一个极

大的考验。改变以往单纯的“讲-练”模式，突出学生主体地位，通过情景模拟、

角色扮演、主题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使授课效果少打折扣，让课程思政教学更

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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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拓展第二课堂，让课程思政更深入

进行课程思政课堂线上教学的同时，结合身边的抗役故事，突出专业特色，

开展主题丰富的第二课堂活动，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育人作用，丰富和拓展了课

程思政建设内涵及外延。教师以身示范，感染他人。（图 b、图 c：唐老师在疫情防控一

线工作）。

（图 b：唐老师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 （图 c：唐老师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

十一、教学效果更突出

一个学期下来，我的跆拳道课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良好。得到了领导、同事和

同学们的一直好评、高度赞扬。共同战疫“硬核”担当——课程思政“健体铸魂、

以体育人”，育人成效显著。值得学习、宣传和推广。教师的主导作用应这样理

解：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是素质教育的实施者。教为主导，学为主体，教

学是师生间的双边活动，教师的主导作用有利于引导学生积极思维，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一般来说，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得越充分，学生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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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地位就越巩固。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最根本的是教师要树立主体教育

思想，改革课堂教学，根据实际选择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的教学模式。

最后，感谢学校学院领导同事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感谢同学们的配合、

大力支持与高度赞扬。疫情当前，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硬核”担当。课程

思政理念下线上教学“健体铸魂、以体育人”凸显成效。学生学会了感

谢、感激、感恩、感德。体育学院全体教职工认真落实“防控不停教、

不停学”的同时，进一步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努力发挥体育课程思政育

人作用，积极引导学生树立信心、坚定信仰，激励学生克服困难、励志

勤学，与全国人民一起早日夺取抗击疫情战役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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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简介

唐存山，博士，处长助理，所带学生

多次获得全国比赛、国际比赛冠军、亚军、

季军等，数名学生考入中国著名大学、国

外著名大学。现任体育学院专任教师。

工作以来一直从事教学、科研、行政

管理等工作，先后承担了武术、散打、跆

拳道、舞龙舞狮等公共课和专业课的教学

任务。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治学严谨，

得到了专家、领导、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曾获优秀教练员、裁判员，优秀教师等荣

誉称号，多次获得教学成果奖。

重视科学研究，发表论文 20 余篇，主

持及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课题多

项，参编教材 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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