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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史（二）课程线上教学思考

【摘     要】

【关键词】

文章着力探究《世界古代史》（二）课程线上教学的设计思路与实施情况。依托腾讯 QQ 群平台，注重对课前、课中和课后的

教学设计，采用多样的教学方法和多种形式开展教学活动，并力求线上线下教学行为深度融合，形成行之有效的课程设计方案。

《世界古代史》（二）；教学设计；教学实践

《世界古代史》（二）课程是高校历史学专业主干课程《世
界古代史》的第二部分，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重点教材《世界古代史》（下），该教材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
思想，主要涵盖了 5 至 16 世纪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该课程
教学内容时间跨度长，涉及民族、国家与地区众多，历史线索
较为纷乱，历史问题及人名地名识记理解难度较大，学生中学
时代相关知识储备较为薄弱，

1、基本思路、特色与创新
1.1 提高学生实操能力，契合财会服务行业发展走势
《世界古代史》（二）课程线上教学着眼于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和价值引领三维课程目标的实现，将“课程思政”元素
融入到教学全过程。以线上教学为主导，观看在线精品课程为
辅助，线下自学为补充，形成三部分学习模块相结合的教学
构架。线上教学依托腾讯 QQ 平台或雨课堂、钉钉、微信等，
利用语音通话、屏幕分享、文字输入、语音条等功能混合运用；
在线精品课程观看依托爱课程等网站相关课程资源，督促学生
按章节自主观看，进行观后小结；线下自学依托电子教材、校
园网络及各类电子资源进行预习和完成各项学习任务。线上教
学侧重讨论法、启发法和 PBL 等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线下
突出学生对教学任务的逐项完成中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教学
评价主要体现为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过程性评价。

1.2 特色与创新
第一，借助 QQ 群、雨课堂、钉钉等 APP，融合传统教学

方式，着力任务驱动，形成线上线下同步，学生自主学习与教
师讲授指导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拓展教学空间与路径。

第二，充分发掘网络资源，立足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典
型事件、杰出人物、突出现象，精选思政映射点，以点勾线，
以线构面，以面成体，构建点线面体相结合相统一的“课程思
政”内容体系，强化价值引领。

第三，综合研究式、PBL、文献研究、自主学习等多种教
学方法，激发学生参与课堂教学，以线上线下活动相结合的方
式，发挥学生主体意识，在网络空间形成广泛深入的思想碰撞，
提升学生思维力、研究力、创新力。

2、线上教学设计
2.1 课前设计
一是明确理念。以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为课程

基本目标；体现课程目标、教学活动、教学评价三位一体的育
人框架；以“课程思政”融入教学全过程为基本定位。

二是研究学情。对学生线上教学的心态、意愿进行调查了

解，疏导学生各类不良情绪，帮助学生面对疫情特殊时期以平
和心态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形成乐学向学的良性心理；对学生
与课程相关的知识储备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注意课程内容满足
多数，兼顾少数，有的放矢，达到全面提升的良好效果。

三是平台测试。选择易于操作、契合各地区学生条件、满
足课程教学各类资源传送和教学活动开展的平台，例如创建腾
讯 QQ 授课群，并组织学生进行公告与作业发布、语音通话、
视频连线、文字发送、课件播放等测试，以熟练平台功能，确
保教学顺利开展。

四是准备资源。鉴于学生居家学习的资源有限性，教师着
手从两个方面准备和搜集教学资源：一是提供教学大纲、授课
计划、PPT、电子教材；二是提供精选学术文章与电子书等电
子资料、参考文献目录、精品课程网站。教学资源可以保证学
生有效完成课前预习、参与教学、复习巩固、完成作业等任务。

五是精选故事。选取世界历史上尤其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世
界性影响的事件和人物，讲好中国历史故事，以提高学生学习
兴趣和强化对学生价值引领。

六是谋划作业。课程作业采取课上与课下相结合的形式，
课堂教学中设计每章史学问题讨论、历史人物角色扮演，鼓励
学生积极参与；课下设计读书笔记、史学论文研读、历史思维
导图制作、历史小说接龙等，指导学生高效完成。

2.2 课中设计
首先，契合课程目标。在知识传授目标层面，强调基于世

界古代史史实掌握基础上的辩证唯物史观教育。在能力培养目
标层面，强调基于辩证唯物史观运用，进行学术研究的历史思
维、辩证思维、批判思维、创新思维与研究能力的培养。在价
值引领目标层面，强调基于中华文明突出优势、独特贡献和特
殊地位的家国情怀、文化自信与人文素养的提升。将课程目标
贯穿于每个篇章教学，并作为实践教学的核心要求。

其次，充分运用平台。例如以腾讯 QQ 群为平台，开展学
习信息分享、教师课程讲授、课堂教学互动、学习任务布置、
课下作业发布、课后交流反馈，充分发挥平台优势，并将线上
与线下有机融合。

最后，突出学生主体。在整个线上教学进行过程中，教师
坚持以生为本，充分调动学生课堂发言、小组讨论的热情，在
交流互动中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能动性，提升学生的思辩力和
创新力。

2.3 课后设计
第一，授课效果追踪。将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进行对比，

从教学内容呈现、教师课堂表现、学生课堂参与、知识接受程
度、能力水平提升、网络环境调整等方面，师生共同进行总结

王鸿斌
（盐城师范学院 历史系   江苏盐城   224051）

DOI: 10.18686/jyfzyj.v2i11.31618



2020【2】11 2 卷 11 期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4、线上教学评价与反思

4.1 教学评价方式
对线上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状态进行诊断性评价，通过开

课前进行“线上教学情况调查”，就学生对“线上教学”的认
知程度、心理状态、具备条件等进行总体分析，判断学生准备
与适应状况；对学生参与教学的过程与表现进行形成性评价：
通过学生课堂教学参与情况、教学过程的记录、行为学观察进
行评价、反馈；就线上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收获进行终结性评
价：通过问卷、学生的心得体会，结合诊断性评价及形成性评
价的结果，给予定性或定量的评价。

4.2 线上教学反馈反思
从学生满意度看，总体上，学生支持线上教学，认可教师

QQ 群网络授课方式，肯定了较线下教学更积极、更充分的师
生与生生的互动优势，认识到了对自身思辨力、研究力、创新
力培养的作用。

从线上教学不足与改进措施看， 线上教学不足主要体现
为难以准确掌握学生的即时状态；师生交流互动缺乏现场感；
少部分学生偶尔会出现精神涣散和倦怠。改进措施则主要着力
于强化任务设计“黏住”学生；在线指引学生自我检测；加强
团队学习，强化参与认知责任。

分析，教师进一步梳理思考，据此调整，强化优势，弥补不足，
提升教学质量。

第二，学习效果追踪。一方面通过调查与交流，把握学生
收获与面临的困难，另一方面通过观察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程
度和作业完成质量进行过程性评测。

3、线上教学实施
3.1 教学方法的运用  
教师注重对基础知识的讲解和对重大问题的阐释，运用讨

论法、启发法、文献研究法、自主学习法，融合 PBL 等方法，
并整合影视资料、多媒体教学，综合运用，以线上线下等多种
形式相结合的方式，发挥学生主体性，启发学生思维，提升研
究能力，培养学术创新精神。

3.2 教学活动的开展
一是教学呈现形式。首先，例如在课程 QQ 群中，发起分

享屏幕，学生入群，班长负责核查并报告到课学生情况；其次，
教师按照各章对各民族、国家或地区历史脉络进行讲析，以课
件辅助学生理解。对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现象、问题重点
讲评，深入剖析，并积极引导学生随机发言、人物扮演、问题
讨论，随机 @ 学生回答、带动其他同学主动回答等形式参与
课堂教学。再次，使用电子板书在群对话框推送专业术语、重
点词句或疑难知识点，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以 @ 的方式随
时关注线上学生状态，促使学生专注于课堂教学。最后，教师
对学生进行学习诊断，实时反馈和总结。

二是教学互动形式。在互动手段上，例如以腾讯 QQ 群分
享屏幕为载体，通过连麦、语音条、文字发送等方式进行交流，
多通道快频率互动，实现声音共享，文字共赏；在互动内容上，
教师设定讨论问题，学生可连麦抢答，可文字解答，形成热烈
的网络交锋园地。尤其是教师有目的地选择重要的历史人物或
事件，激发学生讨论交流的热情。如从智者、勇者、行者、使
者的角度对比鉴真和玄奘，引导学生挖掘其优秀精神品格，教
师给予点评，在探讨中升华学生爱国主义情感，提升文化自信，
实现价值引领；在互动主体上，师生间问答、教师点评与解答、

学生间论辩，形成了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强化专业素养、锻
造专业能力的氛围。

三是作业布置形式。一方面依托网络平台，利用公告或作
业功能进行作业发布和提交，或者发布到群空间。例如，完成
一章“历史小说接龙”即放入空间，同学们互欣互赏，不仅自
娱自乐，而且学以致用，强化专业素养；另一方面利用优秀网
络资源，如推荐国家级精品课程北师大《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相关内容，要求学生品味精品课，自学每章并思考总结，教师
给予批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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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世界古代史》（二）线上线下活动关系

图2《世界古代史》（二）线上教学开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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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项目： 盐城师范学院教研项目“高校世界史课程新教

改探究”阶段性成果；盐城师范学院教改项目“2019 年‘课程

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