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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停课不停学”是“新冠疫情”防控期间高校因延期开学而实行的一项新举措，其中在线网络教学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材料力学》是工科类专业重要的基础课之一，为该学科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开展提供

了基础。本文以疫情时期土木工程专业开设的《材料力学》课程为研究对象，以超星学习通为教学管理

平台，QQ群为在线讲授和辅导答疑的交流平台，成功的完成了该课程在线教学过程。本文首先从在线教

学课程的内容设计，其次通过数据分析了该课程在线教学过程中的访问量、到课率、作业完成率和考试

成绩等在线教学效果，最后阐述了在线教学的优缺点和一些建议。综合表明，超星学习通和QQ群相结合

的在线教学形式与线下教学相比同样受到学生的认可且参与性高，教学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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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spension of classes without suspension” is a new measure implemented by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due to the delay of school open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new crow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online teaching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Mechanics of Material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basic courses for engineering materials majors, which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ollow-up professional course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Materials Mechanics” 
course offered by civil engineering majors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es 
Chaoxing Xuetong as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platform, and QQ group as the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online lectures and guidance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The online teaching process of 
this course has been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is article first starts with the content design of the 
online teaching course, and then analyzes the online teaching effects, such as the number of visits, 
class arrival rate, homework completion rate and test scores during the online teaching process of 
the course through data. Finally, sever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online teaching effect are proposed. 
Overall, it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offline teaching, the online teaching method that combines 
Chaoxing Xuexitong and QQ group classroom is also recognized by students and has high partici-
pation,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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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春季学期，为做好新型冠状肺炎(2019-nCoV)的防控工作，教育部发布通知，指导各高校充分

利用优质在线课程教学资源，展开在线教与学活动，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1] [2] [3]。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为积极响应教育厅、学院、系部关于“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教

学方针。本教研室全体教师积极按照学校教务处【2020”战疫“1~5 号】文件精神扎实有序推进各项线

上教学相关工作。从 2 月 27 日开始春季学期的网络教学工作，要求采取多种措施，确保在线学习与线下

课堂教学同质等效，做到“标准不降低、学习不停顿、研究不中断”。本教研室承担 17 门课程，在线开

课 15 门，线上开课率 88.2%，没有开课的课程属于实践类课程；15 门开课课程中完全采用在线直播方式

的有 11 门，占 73.3%，录播 + 直播的 4 门，占 26.7%；直播类平台主要集中在腾讯系、优学院；管理

类平台主要集中在超星平台、优学院；线上课程开展完全按照课表时间进行，课堂过程包括签到、内容

讲授、课堂互动、课后作业，基本达到不降低在线课堂质量标准的原则，截止 2020 年 6 月底，本教研室

承担的在线课程顺利完成了教学任务。本文以笔者承担的材料力学课程为研究对象，以超星学习通为教

学管理平台，QQ 群为在线讲授和辅导答疑的交流平台，阐述线上教学的课程内容设计和实施效果，并据

此分析线上教学的影响因素。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0.10513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彩侠，马煜 
 

 

DOI: 10.12677/ae.2020.105135 829 教育进展 
 

2. 基于“超星学习通”的在线课程过程设计 

2.1. 在线内容过程设计 

本课程 3.5 学分 56 课时，其中理论部分 48 课时(直播方式)、实验部分 8 课时(仿真试验室实验)。本

课程主要培养学生掌握杆件强度、刚度、稳定性的计算和分析能力以及一定的实验能力，最终培养理论

联系实际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课程考核最终成绩由平时成绩(10%)、试验成绩(20%)、期末成

绩(占 70%)构成。基于学习通的学生成绩计入平时成绩，平时成绩由签到、课堂话题讨论、课后作业组

成。成绩由学习通平台自动计算以表格形式导出，试验成绩签到、试验完成情况、试验报告提交组成。

期末成绩由系统自动组卷，采用随机分配的方式进行线上考试。在线课程内容过程设计包含课前内容设

计，课中内容设计和课后内容设计详见图 1。 
 

 
Figure 1. Online instructional process design 
图 1. 在线教学过程设计 

2.2. 课前内容设计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进行在线教学，做好课前内容设计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课前内容的设计包括

超星学习通网站在线课程内容的搭建，课程 QQ 群的建立。超星学习通网站在线课程内容的搭建主要针

对学生课程学习资料不足的问题，充分利用线上免费的课程资源，我们提前给学生发放课程免费资源链

接，并上传该课程的教学大纲，课程教案，课本 PDF 让学生自学，完成预习任务。另外针对网络在线教

学的特殊性，我们要重新编写教案，新的教案针对每一讲内容，从课时安排、知识关联、教学目标、教

学内容、重难点分析和教学过程与方法等方面，进行了重新的编写，时期更适合在线教学。课程 QQ 群

是为了建立教师和学生课程学习过程中交流沟通的渠道。任课教师可通过 QQ 群发布群公告，使全体学

生了解课程在线教学的开展方式、课程资源的网址和所需软件等，引导和帮助学生安装“超星学习

通”APP 程序。 

2.3. 课中内容设计 

通过课前资源的发布和课程 QQ 群的建立，按照学校课表课位，采用 QQ 群课堂直播方式进行课本

知识的讲解。一次完整的课中内容设计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 签到，上课前 5 分钟在超星学习通中发布

签到，并在 QQ 群中通知学生准备加入 QQ 群课堂进行上课；2) 知识回顾，利用 QQ 群课堂分享屏幕功

能，回顾和总结上一讲的内容、公布超星学习通自学学习进度和上次课后作业完成情况。3) 知识讲授和

课中互动，按照课程教学大纲和教案，对本次课程内容进行在线直播讲授。期间采用随机点名抽查学生

听课情况和回答教师的提问，引导大家在 QQ 群中展开讨论。4) 随堂练习，每次课利用 10 分钟左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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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布置与该次课程相关的测试题以检验学生对该堂课的掌握程度，教师根据学生的作答情况进行重难点

和薄弱点的重点讲解。 

2.4. 课后内容设计 

课后内容的设计是及时掌握和反馈学生对该次课程掌握程度的有效手段[4]，主要包括，课后作业的

布置，超星学习通中学生学习数据的分析，辅导和答疑等内容。课后作业通过超星学习通的作业功能进

行完成，老师通过学习通进行批改，对作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下节课程中进行统一讲解。根据超星学

习通统计的学习数据，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学习难点，及时进行总结，在 QQ 群中予以反馈；课

后及时解答学生通过 QQ 群或者 QQ 提出的问题。 

3. 在线学习效果分析 

该课程 56 课时，平均每周 4 课时(2 次大课)，共计 14 周，授课时间从 3 月份到 6 月份。该课程选课

人数 133 人，1 班人数 71 人，2 班人数 62 人，其中正常学习学生 107 人，重新学习学生 26 人。笔者主

要通过访问量、到课率、作业完成率和考试成绩等方面阐述该课程在线学习效果。 

3.1. 学生访问在线课程资源的次数 

该课程 1 班访问次数 3490 次，平均每人每周 3.5 次。该课程 2 班访问次数 3977 次，平均每人每周

4.7 次。图 2 统计图显示了该课程每个月学生的学习页面访问次数。可见平均学生每周访问次数远远大于

我们每周上课的次数(2 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对在线课程还是有一定积极性。课程初期，每月学生

的访问量都在约 1500 次以上，每周每个学生的访问量都在 6 次以上，随着任务次数和作业次数的变化，

访问量出现一定的变化、但学生访问次数均大于每周在线课程的实际次数(图 3)，可见学生对于在线课程

还是由一定的积极性。随着学习课程的时间增加，不管是在任务驱动下，还是个人兴趣下进行学习，学

习投入的最少次数均大于每周在线课程的开课次数，这种在线课程资源的主动学习使学生学习主动性增

强，有助于增加学生深入了解课程知识目的。 
 

 
Figure 2. Number of student visits course 
图 2. 学生访问课程次数 

3.2. 学生参与在线课程的到课率 

在本科教育中，到课率不仅能反映学生学习状况，而且能反映课堂教学情况，还能反映学校的教学

管理水平，总之到课率是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5]。本课程在线教学要求学生签到。签到方式有

两种，一种课堂前 5 分钟开始点名。另外一种通过超星学习通软件进行签到，每次课至少有一次签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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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图 4 中数据是由超星学习通统计数据绘制。到课率按照签到人数占班级总人数的百分比。通过整个

学期统计学生签到率达到 90%以上的占总签到次数(23 次)的比值，1 班占 87% (20 次)；2 班占 91.3% (21
次)。发现以下原因：1) 通过查阅课表发现第 16，17 次课程是 5 月 30 日(周六)和 5 月 31 日(周日)，周末

期间上课，可能是导致学生到课率没有达到 90%以上的主要原因。2) 可见有一部分学生对周末安排上课

有一定抵触情绪。另外发现引起到课率不足的学生中有个别固定学生，通过调查，这几个固定学生学习

积极性不高，自控能力较差。3) 到课率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现象。起初，学生对在线课程的热情很高，

也需要急切了解教师课程教学的风格、特色、水平和基本要求以及主要内容等，因而到课率较高。但在

过程中，教师对学生出勤考核不严或学生不喜欢或不习惯教师的教学方法，到课率会降低，最后课程快

结束或最后一次课时，大部分学生认为老师会告知该门课程考试的事项，并划定考试范围特别是重点，

因而到课率有较大幅度回升，接近 100%。 
 

 
Figure 3. The average number of visits per week courses students 
图 3. 学生每周访问课程平均次数 

 

 
Figure 4. Average attendance rate of students per course 
图 4. 每次课程学生平均到课率 

3.3. 学生在线课堂课后作业完成情况 

材料力学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因此要求学生能够完成一定数量的计算题。本次在线课程教学依托

超星学习通，在每一章节学完之后，会有相应课后作业，用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计算问题的能力[6]。
作业的布置以每一章节学完之后，布置一次作业。本教材在线课程共计 7 章节，除去不作考核的章节(扭
转和截面几何性质)没有布置作业，共布置作业 5 次。从图 5 可以看出作业完成率全部都在 90%以上，但

是第六章作业完成情况相对其他章节最低，主要原因是第六章为杆件的弯曲，为本书中难度最大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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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学习内容和作业难度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作业完成率。 
 

 
Figure 5. The completion rate of each chapter 
图 5. 章节作业完成率 

3.4. 期末考试成绩分布 

本次在线课程结课考试以超星学习通为基础，建立题库，随机组卷的形式进行。题型上与以往线下

教学方式考试题型基本一致。要求学生在考试过程中全场开启摄像头，监考教师全程进行视频监考的方

式进行在线考试。图 6 显示本学期线上教学方式和 2019 年线下教学方式的考试成绩区间分布比例基本一

致，及格率都在 85%左右。可见线上教学效果和线下教学效果基本一致。 
 

 
Figure 6. Online test and offline test score distribution ratio 
图 6. 在线考试和线下考试成绩分布比例 

4. 在线教学的优缺点和建议 

4.1. 在线教学的优点 

通过一学期《材料力学》线上教学实践的探索，笔者对本课程线上教学模式有了更深的认识[7]，它

有一些传统课堂教学无法替代的优点：1) 教学资源广泛，学生更加灵活主动。通过课前将该课程的教学

大纲、课程教案、课本 PDF 上传超星学习通，让学生可以通过学习通 APP 随时随地，不受时间地点限制

自学完成预习任务；2) 增加了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在互不见面的在线课堂上进行文字讨论，更多的

学生能够参与进来，课堂气氛热烈，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3) 使教师更容易把握学生的学习进

度。教师可以根据超星数据统计查看学生任务点的完成情况，作业以及答题情况统计分析学生的各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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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数据，更加全面地把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下一步教学计划的制定。 

4.2. 在线教学的缺点 

线上教学有一定优点的同时势必也有一定的缺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 网络的通畅性，上课过

程受网络限制严重。线上课程离不开网络的支持，由于全国学生上课的时间基本一致，因此，极容易出

现网络拥堵的现象，导致线上课程无法正常进行；2) 教师缺少对学生的管控。由于线上课程对上课地点

无特定要求，教师和学生不能实现面对面教学，因此，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3) 学习效果

受周围环境影响过大。由于线上课程上课期间难以保证周围环境安静，不受其他人员打扰，因此，线上

课程上课过程中很容易被周围环境因素影响；4) 部分课程无法线上开展。本科课程除了课堂讲授课程外

还有实验课程，试验部分课程是无法在线上开展的，这也直接体现了线上课程的局限性。 

4.3. 一些建议 

在在线教学优缺点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谈一谈自己的一些建议：1) 在线教学平台应多备，防止在线

教学过程中出现网络拥堵时无法恢复课堂教学，确保在线教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2) 首选在线直播方式，

但也应有录播作为备份，防止网络中断。3) 在选用在线教学资源的时候，尽量选择与本教材匹配的在线

资源，以充分发挥在线教学的特点和优势。4) 应多增加在线课堂中间互动环节，互动不仅可以拓展学生

思维，还可引导学生主动探究。本次在线课程在新冠疫情暴发的背景下开展的，由于时间紧、任务重，

在课程资源上和平台选择上可能不是最优，在课程内容设计上可能不是很全面，特别是该课程的试验部

分，在线主要采用讲授 + 视频 + 仿真试验方式进行，缺少学生亲自操作的环节。但大部分学生的学习

情况良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的积极性更胜于线下，如果能有效解决网络拥挤、在线资源、在线试

验等问题，让线上教学的质量可以与线下媲美，仍需在今后教学中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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