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抓住线上有效时间，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轨道交通工程系 孔繁军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学期 3月 2 日开始至今，我校开始进行线上教学

工作，对于第二年授课的我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下面就我个人所授课《车站

信号自动控制（下）》的过程和感受，来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网课教学经验。 

一、课程分析 

本学期我所教授的《车站信号自动控制（下）》是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

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授课对象是轨道信号 18-1、2的大二学生。该课程

主要讲述车站（包括城轨系统）信号的自动控制原理与过程，本学期是该课程的

第二部分，主要内容是执行组电路与计算机联锁系统概述。 

本课程是铁路和城轨信号专业学生所必须掌握的一门核心课程，课程所涉及

到的信号机点灯电路、道岔控制电路、引导信号办理过程以及车站信号联锁关系

都是今后学生走向铁路和城轨工作岗位所必须掌握的内容。 

二、学情分析 

本次线上教学在范围和时间上应该是首次。所以，学情相对来说较为复杂和

特殊。 

第一、很多偏远地区和农村家庭没有安装宽带，安装宽带后有些学生的网速

确实很慢；有些学生干脆开通了月或日流量包以节约网费。 

第二、学生的自我管控和约束能力较差，平时上课不认真听讲的学生在这时

就更加放飞自我了。 

第三、在课堂测试和作业环节，学生有私底下建立 QQ 或者微信群共享答案

的现象。这种情况在日常线下教学可以防止，但线上却无可奈何。 

三、过程控制 

通过上述两项分析和总结，能够看出线上教学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教师严格把

控教学过程，争取做到线上教学效果最大化。 

1.认真备课 

本人 1-8 周的教学过程以教学录屏+微信群互动+超星平台+教学资源相结合

的方式来进行，计划 9-12周的课程增加腾讯会议的方式。 

教学录屏使用的是 EV 录屏软件，每次上课前几天，我会把教学过程通过录

屏的方式录制好后，再上传到超星教学平台上。每次教学录屏的时间分配大致如



下：开始阶段用 5-8分钟对上节课所授课内容进行复习和总结；用 25-30分钟的

时间来讲述本堂课的主要内容；用 3-5分钟对本堂课的主要内容进行总结。 

 

图 1 教学录屏 

2.签到环节控制 

在每堂课上课之前的 10分钟左右发布签到考勤，设置时间一般在 20分钟左

右，这样做的好处有两点： 

第一、这个时间设置的相对也宽泛很多，因为有些学生在看教学资源和课件，

会忘记签到，如果到了上课时间发现有未签到的同学，可以在微信群里提醒一下

他们。 

第二、这个时间设置的相对也较少，但这个时间即使网速再慢也能够使学生

及时签到，也可以避免“迟到”的情况。 

另外，在签到环节要让学生拍照，防止出现代刷网课的情况。如果有未签到

的情况，一定要让学生本人出来说明原因，长时间未回复的就要打电话咨询学生

情况，以保证学生的安全。总体来说，本课程的签到率在 99%左右，效果较好。 



 
 

 

 

 

 

 

 

 

 

 

 

 

 

图 2 签到考勤 

3.自学效果控制 

在自学阶段，学生会观看教学录屏+课件+教学资源，这个阶段一般在 50-60

分钟左右。为了提高学生在这一阶段的自学效果，我采取的方式是这个阶段结束

后马上进行课堂测验环节，以巩固学生所学习到的知识内容。另外要说的就是，

在刚开始上传教学资源的时候，我没设定观看资源的时间限制，导致很多同学提

前很长时间就将内容“刷”完了；有的同学课后很久也不管看最终导致忘记观看，

我也是私下里和同学们沟通交流的时候发现的这个问题。所以，从第四周开始，

我将每堂课的所有教学资源设置成上课前十分钟才可以观看，有效期为一天。也

就是说学生几乎只能当堂课观看相关教学资源，如果因病请假的可以第二天观看。

从答题和视频完成情况来看，效果较以往好了很多。本课程的教学资源完成率在

98%左右。 
 

 

图 3 课堂测验及效果分析 

 

本环节的测试内容上，我一般会选择在教学录屏中提及多次的重点内容；形

式上，我一般以选择、判断和填空题为主；时间上，我一般设置在 10-12 分钟，

这个时间足够之前认真学习的同学通过回看资源的方式来进行答题；出题方式中，



因为对系统掌握不太够，例如，填空题如果位置写错了系统就会判定错误，有时

候多一个字也会错误。所以，在填空题中，我一般会在题目中给予一定的提示，

例如答案是几个字等，以避免同学们多一个字或者少一个而被系统自动判错的情

况。这部分内容我不太喜欢出主观题较多的内容，原因有二：第一效率不高，审

阅这些主观题会耽误有效课堂的时间；第二效果不理想，同学们刚学习完内容，

对知识的掌握应该是支离破碎的状态，如果此时让他们去凑成属于自己的完整语

句应该是不科学的。 

测试完成后，我也会赶紧进行测验点评环节。该环节我会根据学生的作答情

况在微信群里进行点评和内容讲解，当我发现重点内容的错误率较高的话，我就

会在微信群里再次将重点内容复述讲解直到学生弄懂；如果正确率较高的话就一

带而过了。 

 

图 4 课堂测验点评环（1） 

另外，如果某道题只有一两位同学回答错了，我会在微信群里点名问一下同

学打错的原因。为了防止出现有的同学中间开小差去干别的事情，在测验点评环

节我会进行为时一分钟的签到活动。如果学生能够拍照并签到，说明同学们应该

在认真听讲，否则从时间上来讲是不好操作的。 
 

 

图 5 课堂测验点评环节（2） 

 

 

4.互动环节控制 



我的互动环节主要是课堂上的讨论和答疑环节，在刚开始进行线上教学的时

候，很多同学为了得分而采用“没话找话”的方式来进行讨论和答疑。后来，从

第三周开始，我在讨论和答疑上表明禁止“没话找话”，发现就扣分，从这以后

答疑环节就纯粹是有问题的同学在面板上留言答疑。讨论环节我会注明“谢绝课

件内容和百度”以及“用自己的语言来概括”的方式防止学生课下百度来进行

本环节。 

但应该看到的是，很多同学会跟进第一个讨论的同学的答案，或者有少许改

动，在这方面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目前想到的是取消该讨论和答疑

环节，但这和学校的规定相违背。另外，之前使用过超星平台的抢答功能，但发

现该功能只能抢，而不能进行回答环节。 
 

 
图 6 讨论环节 

 

5.作业质量控制 

在作业质量上，我的每次作业都会留主观的简答题，以检验学生的学习情况。

每次作业的提交时间我都会限制在 5天左右，过期的同学无法提交作业。作业的

整体效果较为理想，学生按时提交率能达到 99%。另外分享一下心得体会，那就

是如果发现主观题的答案别出心裁的，可以在教学评语中对学生进行一下鼓励，

这样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的提高会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图 7 作业监督和批阅情况 

四、教学思考 

通过与其他老师的交流，我发现我还有很多不足之处，首先就是没有直播，

直播的方式可能与学生的互动效果更好一些；其次，教学方式上还可以更加优化

一些，例如可以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制作一个以复习总结为主的 PPT 分享内容，

这个可以放到学生的平时成绩中去。这也是我今后需要改进的两处。 

本次线上教学活动让我学会了录屏、超星教学平台等软件，同时，也学习到

了很多 PPT制作技巧。可能很多其他教师也是无可奈何的做起了“网红”，但我

觉得这段经历真是让我终生难忘，从刚开始的抵触心理，到后来逐渐慢慢的适应

这个过程，再到现在的享受过程。一路走来，背后的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第

二次上《车站信号自动控制（下）》的课程，让我对书本的表面内容吃个“透”，

第一次上课可能对着 PPT去解说就完全可以。但现在要求你只对着 PPT 去讲，从

内心上就会鞭策你更加努力认真的去讲课，因为你不知道学生的精神状态，所以

你只能通过不断的提高自我来提高本堂课的教学质量和效果。用我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问心无愧，做好自己。 

其次，本人对教学辅助软件，例如视频剪辑和制作软件的使用上几乎是空白，

这点在本次线上教学中暴露无遗。希望在今后的线上线下教学过程中，努力弥补

自身在这方面的不足之处。 

最后，我想说的是，线上教学有可能是未来全国高校教学的一个发展趋势，

如果我们一线教师不能在提高自身技能的同时掌握线上教学的本领，那就有可能

被行业所淘汰出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