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线上教学 打造高效课堂 

（旅游学院 宋云飞） 

一、课程构建背景 

课程的构建基于两点：第一：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响应省教育厅“停课

不停学”的号召；第二：在互联网在线教育的冲击之下，线下的传统教育应当要

向未来趋势的线上教育进行融合和转化，故此需要借助一定的网络平台，聚焦线

上教学，打造高效课堂。 

二、课程基本信息： 

名称：酒店实务 

性质：专业课 

学时：2 

授课对象：17 级新联学院、旅游学院（旅游管理、酒店管理）等专业学生 

三、授课平台选择 

根据学校统筹安排，在课程构建前期分别尝试了直播形式（腾讯会议、钉钉、

QQ 课堂，超星直播客户端）、录播形式（超星）、混合形式（腾讯会议+雨课堂）

各种形式，并在与学生们试播及沟通交流的基础上，选择了以超星学习通为主要

教学平台。原因如下：第一：直播形式会受到平台使用高峰期服务器容量的限制，

容易出现卡顿、掉线、接收不良等问题，影响授课效果；第二：学生目前在家作

息习惯、生活方式和在校大相径庭，不能完全保证整齐划一的听课时间；第三：

在前期沟通中学生们反映老师们授课平台繁杂，有的学生手机需下载七八个教学

软件，加入十几个微信群，加之一些软件的使用尚不习惯，或者同一门课程也需

要不停切换软件听课，负担过重。基于此，决定以单一的超星学习通为授课平台，

以课前讨论+录播+互动交流+课后反思为主要授课形式。 

四、课程构建与实施 

（一）提前建课 

1.课程建设：进入课程空间→填写课程信息→美化课程封面→编辑课程信息

→上传课程资源 



2.学生管理：创建班级→添加学生 

 

 

注意点：1.超星学习通本身具有丰富的平台资源，如在线图书、在线视频等，

可以直接上传到资料，可供学生预习，其他平台如慕课课程也可以以插入链接的

形式分享给学生们，拓宽学习视野。2.提前制定学习任务单，让学生们明了课程

学习目标，分解学习步骤，消化重难点。3.章节可以设定限时开放，以便于统一

的上课时间段内授课教师可以集中指导，解惑答疑。 

（二）通知学生，保证到课率 

1.授课前一周联系班级学委，通知同学们下载学习通 APP，提前熟悉相关功

能，并关注上课通知。 

2.课前三四天通过平台“通知”功能和“班级群聊”功能再次发布开课通知，

告知具体开课时间，沟通方式，并及时联系未反馈通知的同学。 

3.平台开放后根据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安抚同学，消解因为平台卡顿出现的紧

张焦虑情绪。 



 

 

 

（三）授课实录 

1.基于部分同学首次接触学习通授课平台，对于这种线上授课形式并不了解，

比如如何进行学习，如何反馈学习的效果，如何取得相应的学分等等，在开始授

课前，首先把大家疑惑比较集中的问题统一答复，告知线上课程的学习形式，成

绩权重设置，分段学习时间等等。 

2.课程学习中引导大家结合学习任务单，有步骤渐进式解锁任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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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授课时个性腼腆的学生也有勇气发言

讨论，在老师发起的讨论主题之后，鼓励同学们自由发布和学习内容有关的话题，

并告知参与讨论、课堂互动都可以计入成绩权重，从而激发其积极性。 

PS：学习通平台有发红包功能，也可以适当插入活跃下课堂气氛，提高学生

参与度，拉近距离感。  

4.授课中发起签到活动，以保证学生参与线上授课。但基于各地网络和平台

的不稳定性，签到时间可错过登录高峰期再发起并适当延长。如学生未能及时签

到，课后说明原因老师可以为其代签。 

5.为保证同学们确实理解并掌握相关知识，可以在章节结束后插入章节小测。

学习通平台支持智能导入试题库，可以识别各种题型，从而有效检测学习效果。 

 



 



 

 

 

 

 

 

 

 

 

 

 

 

五、课后的反思与跟进 

作为较为陌生的线上授课形式，学生们从接触到接受需要一个过程，在此期

间，老师要发挥引领的作用。所以： 

第一、授课教师首先要熟悉并娴熟掌握自己使用的教学平台各个功能模块，

不管是电脑 PC 端还是手机 APP，平时要多摸索多试验，便于解答学生关于平台

使用的问题，以及能充分发挥学习平台的资源优势和多样化的功能。建议可以先

自己用家人或其他身份注册为学生身份加入课程，试试学生端 APP 的视野界面，

避免信息接收不畅。 

第二、超星学习通的课程录制控制在 10 分钟以内，时长过长学生注意力容

易分散。毕竟目前的学习环境在自己家里，受各种因素影响，学生普遍反映个人

学习时专注力不强。 

第三、课后根据学生反馈及时调整下节课授课内容，比如课后作业过多，没

有相关教材资料缺乏对课程整体认识等。线上课程固然有其缺憾，当然对比线下

也有明显的优势，即使以后疫情结束开始线下授课，这些平台仍然是一个很好的

辅助教学手段，二者互辅互助，从而打造更高效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