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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在线教学质量日报

（2020 年 2月 20 日）

一、基本情况

开学第四天，全校应有 18家学院/部门开设 227 门次课程：本科

课程 214 门次，留学生课程 8 门次，研究生课程 5 门次;所有课程均

实现在线教学。开课门次数排前三的学院分别是外国语学院 70门次，

基础医学院 36 门次，第一临床医学院 24 门次。在线课程中，使用

e-learning 平台的课程 150 门次，超星平台开课 51门次，人卫慕课

开课 4 门次，爱课程开课 2 门次，QQ 直播等其他在线方式开课 7 门

次（图 1）。

图 1 2 月 20 日各在线教学平台课程数量

当日应有 14512 人次参加学习，实际在线学习为 23298 人次，其

中，e-learning 平台学生在线数 14561 人次，教师在线为 407 人次；

超星平台学生在线数为 6843 人次，教师在线数 142 人次；人卫慕课

等其他网络平台上学生在线数 1894人次，教师在线数 16人次（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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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月 20 日各平台在线人数

平台 学生在线人次 教师在线人次

e-learning 平台 14561 407

超星平台 6843 142

人卫慕课等其他网络平台 1894 16

在线临床技能教学方面，截止到当日 12:00，共有 466 人次学生

登陆我校自建的江苏省医学教育虚拟仿真共享平台开展自主学习，

293 人次教师参与线上指导。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解剖学虚拟仿真系

统，学生访问 198 人次，教师访问 119 人次，其次是机能学虚拟仿真

系统和诊断学虚拟仿真系统。

http://jsgxpt.seu.edu.cn/Item/ViewItem.aspx?ItemNo=1185
http://jsgxpt.seu.edu.cn/Item/ViewItem.aspx?ItemNo=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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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抽查情况

2 月 20 日，教学评估中心组织专家对 18 家学院/部门的 1-3 门

课程进行了随机抽检。20 门被检查课程中 e-learning 平台 11 门，

超星平台 7 门，中国大学 MOOC1 门，QQ 直播 1 门。所抽检到的在线

课程总体运行良好，教学资源建设较丰富，基本上都已发布学习方式、

要求和目标，更新学生名单，上传学习资料供学生下载自学，已正常

开展作业布置、在线答疑和师生互动等活动。

表 2 2 月 20 日在线教学课程抽查情况

开课学院 课程名称 网络教学平台 在线教学情况

外国语学院 英语 04 e-learning 良好

基础医学院 人体机能学 e-learning 良好

基础医学院 遗传学 e-learning 良好

第一临床医学院 急诊医学 e-learning 良好

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微生物学(A) e-learning 良好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e-learning 良好

口腔医学院 儿童口腔医学 e-learning 良好

医政学院 卫生管理数据分析与软件应用 e-learning 良好

第四临床医学院 法医精神病学 e-learning 良好

儿科学院 小儿外科学 e-learning 良好

第二临床医学院 医学影像学（B） e-learning 良好

外国语学院 翻译理论与实践 02 超星 良好

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现代信息技术 02 超星 良好

药学院 有机化学（B） 超星 良好

医学影像学院 核医学 超星 良好

图书馆 药学信息检索 超星 良好

附属江宁医院 儿科学(B) 超星 良好

学工处 军事理论 超星 良好

康复医学院 心肺 PT学 QQ 良好

护理学院 综合护理实践 中国大学 MOOC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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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时监控

以超星平台为例，2月 20 日本科在线教学开展情况如下。

2 月 20 日全天基本均有师生访问超星平台，开展在线教与学。14：00 左右是学习高峰，约有 5000 人次访问超

星平台，然后开始逐渐下降（图 2）。

图 2. 2020 年 2月 20 日南京医科大学超星平台访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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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 月 20 日 14:00，当天在线教师 83位，在线学习学生 3991 位。最活跃的学院是第一临床医学院，最活

跃的专业是临床医学（五年制）（图 3）。

图 3. 2020 年 2 月 20 日南京医科大学超星平台整体数据情况

钱文溢
这张图以后截晚上22:00左右的比较好，说明全体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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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14:00，当日平台访问量为 15282，其中学生今日访问量 14269。在院系学生活跃度排行中最高为第一临

医学院；院系教师活跃度排行第一为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图 4）。

图 4. 南京医科大学超星平台师生活跃度监控

钱文溢
今天也截22点的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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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家建议

授课教师根据各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充分利用

e-learning 平台、超星平台、人卫慕课、中国大学慕课、爱课程等

各类教学平台提前布置学习任务、上传学习资料、批改作业等，同时

结合腾讯课堂、腾讯会议、瞩目、微信群等实时沟通平台开展直播、

答疑，同一门课程尽量采取 1 个教学平台+1 个实时沟通平台的方式

开展线上教学。

同时，各学院要充分发挥主体责任，组织开展在线教学督查和跟

踪反馈工作，进一步保证在线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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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线教学案例分享

1.校内经验借鉴

（1）超星平台和 QQ 直播的教学模式

开课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开课教师：华东

课程名称：计算机

流程概述：

（1）课前

所有老师课前以教学班为单位建立相应的 QQ 课程群，同时以课

程为单位建立超星教学资源平台。教学负责人需要在 QQ 群和超星平

台里同时发布教学资料，避免因众多课程统一开课时网络压力大而造

成学生无法下载资料，影响授课进程。

课前提前发布群公告和超星通知，要求每个学生都能接收到课程

开课通知和相关注意事项并提醒学生尽量提前下载资料到本地，防止

课程中的网络阻塞。同时根据平台反馈，确认学生的状态。

（2）课中

1）提前 20 分钟开机，准备上课环境。

2）有关直播。步骤为：开直播→划区域→准备妥当开麦克→确

认环境→开始上课

3）师生互动。有些实验课的内容，在课程进行过程中，需要得

到学生的一些确认。这时可以采用超星平台的问卷功能，得到学生整

体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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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后

按传统的授课方案，课后要布置学生的复习和作业。这一点超星

平台就比较适合，不但可以发布作业，还可以自动批改和统计。

（4）感悟

1）准备课程实在不易，上课过程也可能困难重重，一定要做好充

足的准备，做好预案。

2）学生和老师一定是同一个 Team，学生更不容易。我们在准备

课程时一定要以学生为中心，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学生。

3）教学资料准备要充分，除了平时准备的教学大纲、教学课件外，

还需要准备一些教材和参考书等。

4）直播课程更贴近现实课堂。可以选择以直播授课为主，录播视

频为辅开展教学。

5）课间和课后的互动尤为重要。在无法师生面对面的情况下，我

们需要给学生提供更多形式的线上指导（QQ对话、QQ 远程协助、

课程空间留言等）。

6）线上教学，更要注重教学方法。提倡更大程度发挥学生主观能

动性开展课前和课后的自主学习。

7）不同的课程有着不同的特点，我们要及时收集学生对线上教学

模式的反馈，做到持续改进，共同打造一个适合本课程的线上教

学环境。

提醒：工信院智能计算与数学学系的华东老师的授课详细流程和

建议可查看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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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老师还制作了超星平台使用、课程制作、课程录制和 QQ 直

播的详细教程，需要学习的老师请查看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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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learning 平台和 QQ 直播结合的教学模式

开课学院：第四临床医学院

开课教师：李箕君

课程名称：医学心理学

简述：教师在 e-learning 布置作业，在 QQ群发布通知和问题讨

论并利用 QQ直播授课。

图 1 QQ 群发布通知，在 e-learning 上布置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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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QQ 群课后讨论

图 3 QQ 直播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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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learning 平台和腾讯课堂直播结合的教学模式

开课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开课教师：朱松盛

课程名称：嵌入式计算机系统

流程概述：

（1）采用腾讯课堂直播平台，选择分享部分屏幕的方式，同时

使用 oCam 进行录屏。

讲述课程前与学生视频见面，课程中利用 PPT 演示者视图自带的

激光笔和板书，学生在线留言的方式互动，如图 1、图 2 所示。

腾讯课堂可导出参与同学名单及观看情况。（详情可查阅 2 月

19 日质量日报的案例分享板块的腾讯课堂教程）

（2）上传直播视频、PPT 和其他课程资源至 e-learning 平台。

对于网络不太好，或没有及时参与直播课堂的同学，将录屏后的

影像用格式工厂转换后上传至 e-learning 平台（由于文件大小限制，

需压缩为 480p 并分割为一节课两个文件），同时分享 ppt 和其他课

程资源，让其课后复习或自习(图 4、图 5)。

（3）通过 e-learning 平台布置课后作业（由于第一次课没有作

业，还未布置，后续可布置），同时使用 QQ和论坛进行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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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直播平台截屏

图 2 直播中用激光笔和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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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学生客户端截屏

图 4. e-learning 习题库



16

2.校外经验借鉴

（1）北师大刘美凤：在线教学模式的原理与实施

https://mp.weixin.qq.com/s/8wVw4zIGaDYzgYRSqf9NTQ

（2）在线翻转课堂案例分享

https://appklt21p5p2739.h5.xiaoeknow.com/content_page/eyJ0eXBlIjo

xMiwicmVzb3VyY2VfdHlwZSI6NCwicmVzb3VyY2VfaWQiOiJsXzVlNDllNmE5N2Y4NDZf

RDFaZ0JseVkiLCJwcm9kdWN0X2lkIjoiIiwiYXBwX2lkIjoiYXBwa0x0MjFQNVAyNzM5I

iwiZXh0cmFfZGF0YSI6MH0?entry=2&entry_type=2001&from=g

3）教学直播，ZOOM 实测分享

https://mp.weixin.qq.com/s/1_V-VRjvJ1-N-YSRnZyHhg

医学教育研究所

教务处

联合印编

https://mp.weixin.qq.com/s/8wVw4zIGaDYzgYRSqf9NTQ
https://appklt21p5p2739.h5.xiaoeknow.com/content_page/eyJ0eXBlIjoxMiwicmVzb3VyY2VfdHlwZSI6NCwicmVzb3VyY2VfaWQiOiJsXzVlNDllNmE5N2Y4NDZfRDFaZ0JseVkiLCJwcm9kdWN0X2lkIjoiIiwiYXBwX2lkIjoiYXBwa0x0MjFQNVAyNzM5IiwiZXh0cmFfZGF0YSI6MH0?entry=2&entry_type=2001&from=g
https://appklt21p5p2739.h5.xiaoeknow.com/content_page/eyJ0eXBlIjoxMiwicmVzb3VyY2VfdHlwZSI6NCwicmVzb3VyY2VfaWQiOiJsXzVlNDllNmE5N2Y4NDZfRDFaZ0JseVkiLCJwcm9kdWN0X2lkIjoiIiwiYXBwX2lkIjoiYXBwa0x0MjFQNVAyNzM5IiwiZXh0cmFfZGF0YSI6MH0?entry=2&entry_type=2001&from=g
https://appklt21p5p2739.h5.xiaoeknow.com/content_page/eyJ0eXBlIjoxMiwicmVzb3VyY2VfdHlwZSI6NCwicmVzb3VyY2VfaWQiOiJsXzVlNDllNmE5N2Y4NDZfRDFaZ0JseVkiLCJwcm9kdWN0X2lkIjoiIiwiYXBwX2lkIjoiYXBwa0x0MjFQNVAyNzM5IiwiZXh0cmFfZGF0YSI6MH0?entry=2&entry_type=2001&from=g
https://appklt21p5p2739.h5.xiaoeknow.com/content_page/eyJ0eXBlIjoxMiwicmVzb3VyY2VfdHlwZSI6NCwicmVzb3VyY2VfaWQiOiJsXzVlNDllNmE5N2Y4NDZfRDFaZ0JseVkiLCJwcm9kdWN0X2lkIjoiIiwiYXBwX2lkIjoiYXBwa0x0MjFQNVAyNzM5IiwiZXh0cmFfZGF0YSI6MH0?entry=2&entry_type=2001&from=g
https://mp.weixin.qq.com/s/1_V-VRjvJ1-N-YSRnZyH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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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基于互联网络开设课程有感

智能计算与数学学系 华东

非常时期，采用非常手段组织在线教学给一直习惯于“面对面”授课的一线

教师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一开始，我们有点彷徨、不知所措，但很快我们便冷静

下来，达成共识：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克服一切困难，保证课程顺利开展，

最大限度地降低延期开学对学生的影响。

在课程的组织和实施过程中，我们探索了很多种模式，也走了一些弯路，最

终找到了较为理想的在线授课模式。现在，我想通过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此过程，

一方面给自己的经历存档，另一方面希望他人少些挫折、多些参考，也算是后方

教师为打赢“新冠肺炎病毒”战役所做的努力。仅此而已。

一、平台选择

从 2月 7日接收到可能要在线授课的通知开始，学系就组织相关教师开始讨

论课程的实施计划。但是所有人都没有在线上课的经历，直播？录播？语音？视

频?……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静下心来，我们觉得要拿出一个可行性方案，并

能够给其他老师一个明确的操作流程。

 摸底了一下老师们现有的材料，课件（PPT）、教案、备课笔记、参考资

料……，都是现成的。

 缺什么？缺的就是网络平台。

 现有平台有哪些？e-learning、超星、QQ 群、微信、抖音、淘宝、ZOOM…

 我们用什么？这是个大问题，但原则是：教师要熟悉、使用要方便、效

果有保证、最关键的是不能折腾学生。

我们尝试了以上所有的平台，最终选择了其中两个：QQ 群（大平台、教师

学生共有且有基础、功能丰富、互动好…）、超星平台（学校支持、统计方便、

异步交互能力强）。两个平台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二、课程准备

学系开了几次微信和 QQ 会议，确定了新学期网络课程的实施方案，并发布

了相关通知，要求做好学期前的课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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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于不同平台的功能特点，针对性的制作了工具教程供老师们参考。

详见附件一。

三、课程实施

根据课程实施的步骤，我们将授课过程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

1.课前

所有老师课前以教学班为单位建立相应的 QQ 课程群，同时以课程为单位建

立超星教学资源平台。教学负责人需要在 QQ 群和超星平台里同时发布教学资料，

避免因众多课程统一开课时网络压力大而造成学生无法下载资料，影响授课进

程。

QQ 群 超星平台

课前提前发布群公告和超星通知，要求每个学生都能接收到课程开课通知和

相关注意事项并提醒学生尽量提前下载资料到本地，防止课程中的网络阻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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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根据平台反馈，确认学生的状态。

对于学生的一些涉及到课程运行未知的情况，可以利用超星平台的问卷的功

能，收集相关信息，统一处理，保证课程的顺利开展。

2.课中

1）提前 20 分钟开机，准备上课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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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直播，网络环境和授课桌面的准备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所以要预留足

够的准备时间。课程的直播是采用 QQ 群直播工具，选择分享屏幕的方式进行授

课（具体的方案见附件一中的设置）。这样操作的优势在于：区分教师视角和学

生视角；授课环境更接近于线下课堂；除 PPT 演示外，可以结合其他软件窗口的

应用；最关键是学生容易接收。

如上图所示，将一个完整的桌面窗口（教师视角）事先划分好相应的位置，

打开所有需要用到的软件，并进行窗口大小的调整（略小于直播窗口）和位置的

排列。图中红框所示为直播窗口（学生视角），在直播过程中，如果需要为学生

展示其他内容时，只需要将相应窗口拖拽入直播窗口中即可。直播时，音视频同

步传输，考虑到网络带宽的影响，应尽量选择直播窗口的大小，不宜过大（网络

负载大）或过小（学生看不清）。好在 QQ 应该是视频差异传输，实践下来网络

压力不大，延时也比较小。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老师现在使用的电脑分辨率都很

高，动辄 4K（由于 windows 系统调整了显示缩放比例，看起来不大），比如图

中看到的较小的窗口实际上已经 1500*1200 了，所以选择直播窗口大小时尤其需

要注意。

2）有关直播

提前 10 分钟打开直播间，并选择时机打开麦克风和摄像头（学生关心的是

知识，可能并不在意老师的长相，摄像头可以不开，重要的是降低了网络压力）。

默认情况下，这两样都是关闭的。所以一定要记得：课前开麦克风！课前开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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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课前开麦克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课间休息时可以关闭麦克风，我们

自己也需要休息一会。

直播间里是听不到学生声音的，你将一直处于自恋状态。有时需要跟学生确

认一下直播的环境，比如能不能看清屏幕，声音是否清晰等，这时你只需要动动

鼠标、问问学生，然后通过 QQ 群进行确认，学生会很快应答（不必等待所有学

生的应答，有一两个学生确认没有问题就代表都没有问题了）。

刚开始直播上课时，肯定不习惯（看不到学生，没有黑板），所以强烈建议

需要使用直播授课的老师务必上课前在自己的亲友群里尝试一两次。我的一点小

体验就是看不到学生就看看 QQ 群里的学生头像，不过很快会适应的，毕竟有很

多学生会给你送花。

要充分信任学生的能力，毕竟都是网络土著，你一开直播间，学生就全部进

来了。

下面敲黑板划重点：开直播→划区域→准备妥当开麦克→确认环境→开始

上课

当然，课程开始时，最好跟学生再次强调一下课程的网络授课模式：

在直播的同时，我们老师自己也能看到学生视角，如下图红框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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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直播过程中也会有小故障，再开一次，就恢复了。学生都不用通知，

迅速集结完毕。

3）师生互动

有些实验课的内容，在课程进行过程中，需要得到学生的一些确认。这时可

以采用超星平台的问卷功能，得到学生整体的反馈。

实验课时，可以关闭直播，转为答疑。

学生会主动跟老师小窗口对话咨询问题，如果提出的是共性问题，直接在

QQ 群里回答；如果是个别学生出现的问题，小窗口回答。同时还可以使用 QQ 远

程协助（语音屏幕同步），直接指导学生的操作。当然，这时学生可能会说：请

老师来操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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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课

下课前，通过 QQ 群，发布一些课程相关的信息。结束课程时，要有始有终，

一定要通知一下学生。

3.课后

按传统的授课方案，课后要布置学生的复习和作业。这一点超星平台就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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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不但可以发布作业，还可以自动批改和统计。

四、个人感触

1 准备课程实在不易，上课过程也可能困难重重，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做好预案。

2 学生和老师一定是同一个 Team，学生更不容易。我们在准备课程时一

定要以学生为中心，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学生。

3 教学资料准备要充分，除了平时准备的教学大纲、教学课件外，还需要

准备一些教材和参考书等。

4 直播课程更贴近现实课堂。可以选择以直播授课为主，录播视频为辅开

展教学。

5 课间和课后的互动尤为重要。在无法师生面对面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给

学生提供更多形式的线上指导（QQ 对话、QQ 远程协助、课程空间留言等）。

6 线上教学，更要注重教学方法。提倡更大程度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开展

课前和课后的自主学习。

7 不同的课程有着不同的特点，我们要及时收集学生对线上教学模式的反

馈，做到持续改进，共同打造一个适合本课程的线上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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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一、超星课程制作：

1.登录：http://njmujf.fanya.chaoxing.com/portal

我登录时，使用的是注册账户名，没有使用工号。在开始注册时，做了工号

和账户的绑定。

http://njmujf.fanya.chaoxing.com/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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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入课程，选择管理，添加学生。【建议同时将自己的用户名也加入到班

级中来，可以同时看到学生端的状况，方便指导学生使用】

3.课程内容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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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内容设置

5.活动设置

1）签到（点名）：选择设置时长，建议 5分钟内。然后选择【立即发放】。

目录编辑区域，

注意二级目录

才能管理，可以

根据授课进度

来设置。

内容标签：一个课程可以有多个标签

课程素材形式（工具栏），常用的有视频、文档（PPT）、链接等

内容管理区：就像 word 文档一样编辑。内容来源于上面的工具栏

预览：学生身份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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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端：在相应的活动栏目中，选择签到。

教师端查看情况和统计（web 端是定时刷新的，也可以手动刷新网页）：

2）问卷（课堂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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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端看到的情况：

教师端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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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抢答（用于回答问题，功能相对局限，可以结合 QQ 群来进行）

教师端：

学生端

4）测验（课堂中的测试）：

教师端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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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知：用于课前课后给全部学生发放通知信息

,7.作业：课后布置作业，题型比较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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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录制

1.调整 PPT 在局部窗口放映

1）设置放映方式（幻灯片放映菜单）为：

2）放映（F5）时，调整窗口大小，并移动至相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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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新布局桌面窗口，便于课程录制时的交互：

调整好 ppt 窗口，作为主录制区。正常录制情况下，保持 ppt 窗口处于录制

区。录制过程中需要用到其他软件时，将窗口拖拽进录制区即可。

3.打开录屏软件(建议使用 EV 录屏)进行录制

录制区 工具软件 1

工具软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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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置：选择保持位置

2）选择选取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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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录制区域，点击确定

4）点击【开始】按钮，开始录制

5）录制完毕后，可以选择浮动窗口的关闭按钮结束录制。

6）在指定的文件夹中查看录制好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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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QQ 群直播

1.打开 QQ 群，选择【群视频】应用

2.选择【进入本群房间】

3.选择立即排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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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启麦克风，关闭摄像头，

选择 【分享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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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择分享模式中的【分享区域】

6.设置需要进行展示的屏幕区域进行直播共享，点击【开始实时分享】进行

直播（最后注意打开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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