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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疫情防控期间本科教学工作  
 

简   报  
 

〔2020〕第 4 期 

湖南大学教务处              2020 年 3月 8日-2020 年 3月 14日 

一、总体情况 

2020年 3月 8日至 3月 14日是我校在疫情防控期间开展在

线教学的第四周，本周在线开设课程 760 门，课堂 2358个，开

课教师 1154 人，参加在线学习学生 158309人次。在前三周经验

积累下，在线教学开展更加顺利，老师们能够更加熟练的掌握在

线授课技巧，学生体验比较好，参与在线学习的热情比较高，教

学效果得到保障。  

二、工作开展 

（一）做好毕业生工作安排 

毕业生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群体，为做好 2020 届本科毕业

生相关工作安排，自 2月份起，教务处经研究出台《关于做好疫

情防控期间 2020 届本科毕业生教学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学院

高度重视毕业生工作，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推动毕业生工作开展，

确保毕业生顺利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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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教务处采用一摸底、二核对、三发放、

四反馈的四步走毕业生工作计划，进一步做好毕业生摸底帮扶工

作，推进毕业生工作进展。 

1.摸底情况，做好跟踪帮扶。为了让每一个毕业生都清楚地

知道自己离毕业条件还存在哪些差距，教务处为毕业生制作了毕

业情况摸底表（一人一表）。请学院教务秘书和辅导员积极配合、

共同协作，做好毕业生一对一摸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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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底调查工作的开展，一方面帮助学生清楚的了解自己距离

毕业要求的差距在哪里，另一方面缓解毕业生的焦虑，做好毕业

生安抚工作，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 

在摸底调查中需要把握几个关键点：其一是提醒学生必须认

真仔细完成。其二是辅导员和教学秘书需通力合作做好记录工作。

其三是对特殊学生例如留级生或无法在网上操作核对、选课的学

生，要做好帮扶和跟踪督促。 

2.核对信息，确保准确无误。经过几轮细致地信息核对，确

保最后下发给学生的毕业情况核对表是准确无误的。教务处整理

毕业情况核对表（一人一表），交学工部分发到辅导员。 

3.发放表格，对比系统数据。3月中旬，将表格发放到学生

手中。学生登录教务系统，对成绩单中“课程名称”“课程代码”

“成绩”“学分”和原始修课记录（包括初修、重修、补修选课

数据，进行课程名称比对，避免课程和学分重复计算）等进行核

对。 

4.反馈信息，做好持续跟踪。根据辅导员收集整理的学生反

馈表格，知会本院教务秘书，持续跟踪帮扶学生。学生工作部和

教务办要分类统计归档，准确掌握面上和个体情况。 

（二）持续做好在线教学质量保障 

为保证在线教学质量，教务处在全面开展在线教学的同时，

积极进行在线教学质量保障建设，出台《关于加强本科在线教学

质量保障工作的通知》，制订疫情期间在线课程教学评价工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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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和工作要求。教务处将根据调查结果、评价意见和听课信息，

提出改进意见并反馈至各教学单位。各教学单位跟进做好在线教

学过程中有困难的学生、教师的帮扶工作，督促相关课程进行整

改，提高教学质量。 

 

 

 

 

 

 

 

 

 

 

 

1.意见搜集，助力学习体验升级。3月 9 日起，教务处开展

全面化、多元化的问卷调查。对在线课程开展有针对性的调查，

参与学生 7914人次，填写线上课程调查问卷 591门，占线上课

程总数的 67.1%。问卷从学习网络、学习条件、教学方式、总体

印象、自我评价、课堂参与、课前课后投入等方面了解学生在线

学习情况，详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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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网络学习条件 

选项 小计 比例 

网络好，能满足在线学习。 5098 64.42% 

网络较好，基本能满足在线学习。 2753 34.79% 

网络较差，一般无法参加直播，但可以回看。 58 0.73% 

没有网络。 5 0.06% 

 

对教师提供的在线课程学习资源的满意度 

 

 

 

 

 

 

 

学生参与在线课堂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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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和困难能否得到教师的积极回答和解决 

 

 

 

 

 

 

 

课前和课后，学生的学习投入情况 

 

 

 

 

 

 

 

感受到老师的关心关爱，给学生带来积极的信心和力量 

选项 小计 比例 

A.非常符合 4704 59.44% 

B.符合 2445 30.89% 

C.比较符合 532 6.72% 

D.一般 185 2.34% 

E.不符合 48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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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教学相比，在线教学的优缺点 

选项 小计 比例 

A.我的自律性较强，在线教学让我更能自主学习。 2858 
36.11% 

B.线上讨论与互动，我敢于畅所欲言，收获颇多。 3641 
46.01% 

C.不是所有课程都适合在线教学。 3654 
46.17% 

D.我的自律性较差，影响学习效果。 1951 
24.65% 

E.线上课堂讨论与互动没有真正做到释疑。 743 9.39% 

 

 

 

 

 

 

 

 

调查显示，大部分学生对开展在线学习及对为此付出辛苦的

老师们持肯定态度，反映出同学们对我校开展在线教学工作的认

可。自律性较强的学生对在线教学的接纳性较高，更能自主学习，

积极参与在线讨论与互动，收获颇多；自律性较差的学生坦言在

线教学影响学习效果，在线课堂讨论与互动没有真正做到释疑；

还有部分学生觉得不是所有课程都适合在线教学，希望能回归到

传统课堂；极少数学生提出网络学习条件不好、在线教学满意度

不高、学习投入不多，解决问题不及时、教师关心不够等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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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在开展在线教学需要努力改进和解决的问题。 

2.教材邮寄，工作细致显爱心。调查反馈，部分学生对教师

发布的 PPT及电子教材不适应，我校出版社教材科为疫区学生提

供教材咨询，并提供教材包邮到家的服务，助力在线教学。 

在寄送的教材中，还夹带有教材科老师在湖南大学特制明信

卡片上写下的亲笔祝福，同学们虽不能返校，但是学校从未忘记

过每一位学生，这份思念跨越山水不远千里万里送到学生们手中。 

 

 

 

 

 

 

 

 

 

 

 

3.增强信心，组织“同上一堂疫情防控思政大课”。根据教

育部社科司《关于组织“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疫情防控思政大课”

的通知》要求，教务处牵头制订《湖南大学组织“全国大学生同

上一堂疫情防控思政大课”工作方案》，要求各责任单位严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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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工作方案认真贯彻落实。 

3 月 9 日，我校组织师生参加“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疫情防

控思政大课”课程在线直播学习，上好疫情防控思政大课程。教

务处、党委宣传部、党委学生工作部、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单位主

要负责人参加集体学习，教务处全体工作人员和马克思主义学院

全体教师参加课程在线直播学习。学校根据同学们当日修读课程

数据，组织开展了教学视频回看、在线讨论等。 

 

 

 

 

 

 

  

 

“同上一堂疫情防控思政大课”在我校学生中引发热烈反响。

同学们看到了党和政府始终以人民生命安全为首位的指挥和部

署，看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情怀，看到了令世界印象深

刻的团结信念和责任感。学会感恩，感恩那些为我们挺身而出的

战士，感恩那些坚守岗位脚踏实地的平凡人。即使不能返校，在

家也应继续学习，也要努力提升自己，做好身为大学生的工作和

学习也是为国家抗击疫情做的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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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团队展力量 

在不断涌现的在线教学典型中，金融与统计学院的课程教学

团队，无疑是最亮眼的存在，被同学们惊称为“教师天团”。《国

际金融学》教学团队：团队负责人杨胜刚教授结合疫情，两次在

中宣部党建网发文，为“有序恢复生产”和“农村劳动力返岗复

工”建言献策。团队要求师生结合疫情防控展开讨论，如：吴志

明老师开启“新冠疫情对我国国际收支影响”的主题讨论，刘晓

剑老师发起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主题讨论。团队教师主动带头回帖，

同学们学习积极性随之高涨。开课之前，姜昱老师为团队“试水”

了所有远程课程工具，重点考虑了乡村、偏远地区学生的学习效

果，最终决定选择腾讯课堂作为第一教学工具。此外，雨课堂、

录屏等方式也被广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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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学工具的更新，老师们也紧跟同学们的步伐，从“新”

出发。邵新力老师设计“课前问卷”，先了解学生的需求和状态，

再从学生的角度设计课程、教学互动，她说：“快乐学习，才能

学习快乐。”何娟文老师尤其“信任”学生推荐的新的教学方式，

她加入年级和班级 QQ 群，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回答学生提问，时

常能让同学们“心服口服”地完成作业。 

除《国际金融学》教学团队外，金融与统计学院还有“粉丝”

众多的以张强教授为负责人的《金融学》教学团队、以晏艳阳教

授为负责人的 24 小时不打烊的《投资学》教学团队、以彭建刚

教授为负责人的获得学生 4.8高分的《商业银行管理学》教学团

队。“学不可以已”是学院对对同学们的希望，也是对全院所有

教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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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步工作 

1.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关心。加强对湖北籍学生、外出交流

学生的关心，深入了解他们的情况，单独制订疫区学生教学工作

方案。 

2.做好教学衔接工作。根据疫情，提前做好学生分级分批返

校教学衔接工作方案。 

3.持续推进 2020 年重点工作开展。加强一流课程建设，出

台一流课程建设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