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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应用型高校教务 

运行信息化管理实践 

——以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为例 

赵胜 熊薇
1
 

(武汉科技大学 城市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作为一所应用型高校，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结合师生特点，依托不同的教

学平台，采取信息化管理手段，加强理论教学和实习、实训的过程管理，保证教学运行的顺畅，并如期高效的举行

毕业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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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定位为专门培养具有一定理论基础、理论应用和专业技术才能人才的应用型高校，该校一直注重对

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为中心的个性、知识的可持续学习能力的培养。 

2020 新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形势下，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教务运行部门针对“抗疫保教”的指导方

针，对信息化平台协作教学、信息化管理能力提升的重要需求，结合新时期教育发展的既定目标，进一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促进教育工作发展，统筹兼顾年度任务，及时进行信息化的管理实践。 

1 制订城市学院“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线上平台开课方案，并布置落实 

自从 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起，学院领导敏锐的觉察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和持久性，会同学校教学指导委员

会多次召开网络视频会议，就网课开设、实习实训、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等工作做出一系列部署：要求教务处充分发挥“互联

网+教育”的线上教学优势，指导各学部先后分三批次为全院 10652名学生提供了线上学习资源，完成了所有线上网课平台的搭

建，并要求任课教师按规定时间参与线上课程教学辅导的工作。 

2 结合平台线上教学，促进教学过程信息化管理 

一直以来，学院非常重视信息化教学手段的建设。在精品视频公开课和“一流课程”建设中，学院与超星平台长期保持着

合作。此次线上教学组织方案中，学院主要依托超星平台建课。同时，为保障线上教学质量，围绕以“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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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根据各班教学过程中的实际状况，允许老师选择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线上教学，并鼓励老师选择更适合专业特点的平台。 

2.1多途径协同教学，保障线上教学活动顺利开展 

随着线上教学的开展，越来越多的老师和学生选择多途径协同进行网课的教学和学习。 

老师在线上教学过程中，除使用超星学习通平台外，还配合使用了 QQ、微信、腾讯课堂、腾讯会议等多种线上教学途径。

多途径协同教学的运用，有力保障了线上教学活动顺利开展。 

 

图 1学习通提前上传上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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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学生回答抢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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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QQ群布置学习任务 

 

图 4 QQ相册上传本节课重点 

2.2线上教学形式灵活、满足学生网课学习需求 

为了满足学生网课学习需求，老师努力克服困难，运用了包括线上研讨、直播等多种教学形式。 

 

图 5艺术学部余瑛老师正在直播教学 

3 加强实习实训环节的信息化管理 

学校要求师生采用校友邦软件平台进行实习实训的记录。此软件能构建系统、完善的就业实习资料库，了解学生的实习去

向，快速、高效地查看学生实际情况；借助平台检查学生每日签到的地理位置，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学生需要在平台上撰写并

上传实习报告，依托平台记录自己的整个成长过程，教师可随时通过手机或电脑查看和审核，进行归纳和总结，了解学生的整

个实习过程便于轻松管理。 

4 针对毕业设计任务下达、开题、执行过程和毕业论文答辩的信息化管理 

因为线上毕业答辩工作在学校尚属首次，也没有先例可借鉴。教务处允许学生使用一切可以用到的上网设备，使用“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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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参加答辩。要求各学部的答辩小组安排专人使用 QQ录屏和截屏功能对线上答辩全过程记录在案。 

5 针对教学运行管理，组织了教学质量调查并进行结果及质量分析 

学校教务处于三月份分别面向教师和非毕业班学生发放了《线上教学质量调查问卷》。非毕业班学生共 10652人，共收回学

生有效问卷 5697份，回收率 53.48%;回收教师有效问卷 228份。 

5.1教学方式的选择 

在学校教务处的引导下，教师普遍使用的教学方式为“教学平台+即时通讯工具”。教师对于此种教学方式比较认可。 

表 2教师对教学方式的认可 

目前教学方式的认可 小计 比例 

非常满意 11 4.82% 

满意 93 40.79% 

比较满意 103 45.18% 

不满意 21 9.21% 

 

学生对于此种教学方式“非常满意、满意、比较满意”的占比达到 90%,反映出学生也比较认可此种教学方式。 

表 3学生对教学方式的认可 

目前教学方式的认可 小计 比例 

非常满意 823 14.45% 

满意 2027 35.58% 

比较满意 2304 40.44% 

不满意 543 9.53% 

 

教师对于期望的教学方式的选择上，线上研讨、普通课堂教学和直播教学排名前三。 

表 4教师对期望的教学方式的选择 

期望的教学方式 小计 比例 

直播教学(按课表时间，老师实时线上音视频直播) 83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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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研讨(学生自主学习定时上线与老师研讨问题) 126 55.26% 

SPOC教学(师生使用 MOOC资源开展校内翻转课堂教学) 64 28.07% 

普通的课堂教学(老师讲学生听) 111 48.68% 

其它学习方式 18 7.89% 

 

学生更期望直播教学、普通课堂教学和线上研讨。 

表 5学生对期望的教学方式的选择 

期望的教学方式 小计 比例 

直播教学(按课表时间，老师实时线上音视频直播) 3241 56.89% 

线上研讨(学生自主学习定时上线与老师研讨问题) 2076 36.44% 

SPOC教学(师生使用 MOOC资源开展校内翻转课堂教学) 694 12.18% 

普通的课堂教学(老师讲学生听) 2518 44.2% 

学生自主学习 1763 30.95% 

其它学习方式 201 3.53% 

 

“普通课堂教学”无论在教师还是学生的教学方式选择上都排名靠前，反映出师生都更愿意选择自己更熟悉的常规教学方

式。 

5.2学生学习满意度的调查 

学生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学生对于教师提前准备的网络学习资源表现出较好的认可度。 

表 6学生对教学资源满意度的认可 

教学资源满意度 小计 比例 

非常满意 1500 26.33% 

满意 2449 42.99% 

一般 1476 25.91% 

不满意 272 4.77% 

在学习收获方面，有 59.21%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和满意”。针对怎样提高学生在网络学习环境下的收获感，是学校后期

努力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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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学生的收获和效果 

对学习收获和效果 小计 比例 

非常满意 758 13.31% 

满意 2615 45.9% 

一般 1747 30.67% 

不满意 577 10.13% 

 

5.3师生遇到的问题和建议 

教师普遍反映网络教学对学生的掌控不如面对面的课堂教学，无法有效地监督学生；网络平台对实训类课程帮助不大；每

个平台都各有优缺点，没有一个功能较完善的平台；在网络平台上编辑作业和制作试卷较平时更费时费力等。 

学生主要反映期待直播教学；教学平台不稳定；老师布置的作业多和讲解作业不如课堂上清楚；网络学习时不如课堂里专

心，容易走神等。 

6 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下，城市学院教务处充分借助当下形势，结合教学平台优势，主动规划，积极调整，加强对网络教学平台及

线上教学的深入研究，集结优势课程资源，建设了一批高质量的网络课程，推进了教学方式的改革。今后将继续发挥信息技术

的优势，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技术等深度融入各学科的教学改革中，逐步深化教学方法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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