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大学疫情防控期间本科教育教学工作方案 

为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策部署，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要求，进一步落实《教育部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

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做好全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疫情防控期

间教育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及学校相关部署，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

间本科教育教学工作，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组织领导 

各学院应充分认识到“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是学校发展稳定的重要因素”，

根据实际情况，成立由党委（党总支）书记或院长担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担任

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和工作组，认真落实学校要求，做好课程、学生及网络设备的

摸排工作，统筹内部资源，制定实施方案，协调好每门课程的开设工作，责任到

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本科教育教学工作。 

各学院党政负责人应把疫情防控期间的线上课程教学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

抓，要做好教师开展线上授课的准备，做好相应条件支持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思想

工作。广大教师自觉维护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遵守教师职业道德，开展线上教学

活动应遵守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相关规定要求，应积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充

分做好教学预案，确保线上线下教学同质等效。 

二、教学安排 

根据安排，学校定于 3月 9日开课，接到学校返校通知的学生，按照教学计

划开展课堂教学，实习实训环节根据疫情情况适当调整；未接到学校返校通知的

学生，统一开展线上教学，线上教学的具体安排和要求如下： 

（一）实施范围 

2019-2020-2 学期第 1-8周有教学计划的所有课程。课程授课教师（团队）

应根据课程教学大纲要求，依据课程建设实际与学生实际，合理规划本课程教学

内容分配，制定科学合理的过程考核方案及成绩评价方式。在开展线上教学的同

时，授课教师（团队）应妥善保管好线上教学的相关教学资源，包括视频、课件、

参考资料、作业等。 

 



1.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由课程授课教师所在学院制定具体方案。教务处负责网络通识

选修课相关事宜，学生可根据实际选修课程，考核通过后计入学生通识选修课总

学分。 

《创新创业教育理论与实践》（A1类）课程于 2019-2020-2 学期将面向首批

11个校级双创示范专业及商务英语专业 181、182开设，请相关专业的课程管理

教师根据集体备课的指导意见，结合专业特色，选择合适的创新创业在线课程资

源或学校双创在线课程《创新创业投融资决策》进行第一部分的备课工作，并着

手准备学生分组项目。 

2.专业类课程 

（1）已建有在线课程的（含已在中国大学 MOOC 平台上线的课程），由课程

负责人指导课程组其他教师开展线上教学。课程团队应稳步推进在线课程建设，

保质保量。 

（2）尚未建设在线课程的，可选择以下方式进行线上教学：  

方式 1:利用学校已在中国大学 MOOC 平台上线的以及“江苏高校优质线上课

程共享接力计划”推荐共享的优质在线课程，开展线上教学。 

方式 2:充分利用中国大学 MOOC、超星尔雅、智慧树、高校邦等教育部组织

的在线课程平台资源，开展线上教学。 

方式 3:鼓励授课教师（团队）自行建课，边建设边使用。可利用智慧教学

平台及其建课工具（超星“一平三端”、爱课程 SPOC、雨课堂、慕课堂等）构建

在线课程，采取录制授课视频，远程布置学习任务，规划、指导学生学习进程，

布置、收集、批改课程练习，辅导答疑等形式开展线上教学。 

各学院可根据学院实际情况选择相应平台、工具和资源开展课程线上教学，

鼓励授课教师（团队）利用相关优质共享资源自行构建适合学校教学实际的在线

课程，做好相关组织工作，确保优质高效完成教学任务。对个别因实际困难无法

参加线上学习的学生，做好个性化帮扶与指导方案。 

3.实践类课程 

（1）实验课程 

实验课程应根据疫情情况适当调整实验教学方案。可利用学校国家级虚拟仿



真中心（省级共享平台）相关虚拟仿真项目以及“实验空间——国家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项目共享服务平台”和“江苏省高等学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的相

关实验教学资源开展在线实验教学（具体详见附件）。实验空间平台免费提供

2000 余门虚拟仿真实验课程资源，并提供在线实验教学支撑和教学考核管理。

需依托实验室开展的实验课程，可先进行实验绪论、前期准备等方面教学，操作

环节推至返校或隔离结束后进行。 

（2）实习实训 

疫情防控期间暂停所有校外实地实习。条件允许的校内实训课程可设计成线

上虚拟实习教学的形式。 

（3）毕业设计（论文）环节 

原则上，毕业设计（论文）环节按照原计划开展指导工作，学院可在实践教

学平台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系统中开展前期工作。学生可主动联系导师指导学

习，并利用网上图书馆、数据库等网络信息资源，做好毕业论文（设计）的资料

收集、文献阅读等前期积累和论文撰写准备工作。学院根据学生毕业论文（设计）

环节进展，安排导师灵活应用线上工具，对学生开题进行针对性指导。对受疫情

影响而无法顺利完成的课题，可在符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前提下，适当调整课

题方向或变更课题内容。 

（二）时间安排 

1.线上教学准备阶段： 2月 9日—2 月 29日 

2 月 9 日-2 月 15 日，各学院通知授课教师登录教务系统填报前 8 周开课课

程（含实验课程）的授课方式，并由学院教学院长进行网上审核（具体操作流程

见附件）。 

2月 16日-2 月 23日，授课教师建立学生听课名单，上传 1-8周所有教学资

源至相应教学平台，包括①课程门户资源：含课程介绍、课程团队、课程目标、

课程大纲、课程教材、考核方式等，并及时发布至爱课程、超星等教学平台，或

上传至课程教学 QQ 群；②课程教学资源：含 PPT 课件、电子教材、课程教学视

频（课程教学视频按知识点做成不超过 15 分钟每集的短视频，不建议做整堂课

的长视频），并及时上传至教学平台、课程教学 QQ群等网络空间。做好 1-8周课

程教学方案，设计好随堂测试、问题讨论、作业布置、辅导答疑、线上线下考核



方案及成绩评定方式、线上教学质量监控方式、学习效果检测等。建立课程教学

QQ 群等，做好开课准备。原则上，本工作方案范围内的相关课程的线上教学资

源均需上传至相应教学平台。 

2月 24日-2 月 26日，学院安排专人督促、审核教师教学资源上传情况，教

师根据学院审核情况进行调整。 

2月 27日-2 月 29日，学校安排专人督促、审核教师教学资源上传情况，教

师根据学校审核情况进行调整。 

为有效开展线上教学，充分利用优质数字资源，学校提供相关课程资源平台

信息供授课和学习所用(具体见附件，学校不指定特定方案，由学院根据实际进

行选择)。 

根据实际，教师线上教学培训工作穿插进行。 

2.线上教学试运行阶段：3月 1日-3 月 8日 

3月 1日-3月 8日，根据学院实际、教师备课及学生实际，开展线上教学试

运行工作。各学院、专业及授课教师根据线上教学试运行情况，及时优化授课方

案。 

3.线上授课阶段：3月 9日 

3月 9日，全部理论课程开展线上教学。疫情结束后，课程采用现场课堂教

学，也可视情况需要申请继续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教师可以按教学周组织教学，

但安排集中讨论及辅导答疑等实时在线活动（不建议采用视频直播方式授课），

原则上按原教学计划时间（课表）进行，且应提前告知学生。 

教师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须认真组织学生在线学习、参与讨论、完成作

业，并进行辅导答疑，通过学生学习行为数据分析及线上线下考试相结合等方式，

做到过程性考核与结果性考核相结合。如确有特殊情况需更换授课计划、授课方

式等，授课教师需提前三天申请办理调停课手续，审批同意，方可调整。授课教

师和学生所在学院应在第一时间将调停课信息通知学生，并由教务处将有关信息

发布网上。 

授课教师加强线上教学各环节质量监控工作，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主

动进行教学反思并持续改进，确保线上线下教学同质等效。 

 



三、协调保障措施 

（一）强化线上教学质量保障 

学校加强对教学资源审核和教学过程监管，组织学院自查、学校督查两级检

查。 

1.学院自查  检查内容包括师生到课情况、师生互动情况、学生学习效果、

课程考核设计以及课程视频、课件、电子教材等教学资料是否合规、齐全等。 

2.学校督查  开课期间，学校将利用信息技术对线上教学进行课程质量监控

工作，及时充分掌握学生学习状态及效果。同时，所有课程线上教学资料均需留

存备查，作为年终教学工作考核及本科专业质量评价的支撑材料。 

（二）加强线上教学教师培训 

根据实际，学校制定了疫情防控期间教师线上教学培训方案，将有序开展线

上教学培训，帮助教师更新教学理念，掌握线上教学方法。同时，学校将为开展

线上教学上课人数较多的大班课授课教师配备助教，对掌握线上教学方法有困难

的教师提供点对点帮助。 

（三）强化条件支持和政策导向 

学校对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教学的教师予以鼓励和全力支持，

针对线上课程教学资源准备、线上课程制作、线上教学的规范和要求、线上课程

质量督查、以及教师工作量的激励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和要求，同时，将

疫情防控期间各学院线上课程准备以及开课情况将纳入年底的教学考核。  

（四）其他 

如特定课程确实不具备线上教学的条件，课程所在学院应提前做好调整及延

期计划，同时于 2 月 25日前报教务处审核。 

体育类课程由体育学院组织制作相关选项课教学视频，指导学生开展体育锻

炼和学习。学生返校前，学生可自主学习线上教学资源，并结合自身实际进行锻

炼。学生返校后，学校根据返校时间制定适当的考核方式。 

美术设计类、音乐表演类、护理学等技能训练环节较多的课程，学院应根据

实际情况灵活课程安排，课内实践、训练等环节可调整到学生返校集中开展。 

 

 



附件 

1. 在线课程平台在疫情防控期间支持高校在线教学服务方案信息汇总表 

2.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列表 

3. 疫情防控期间 2019-2020-2 学期本科教育课程授课方式申报操作流

程（教师、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