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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高职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分析
赵　峥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 四川成都 610000）

摘要：受新冠疫情影响，大部分学校已开展了 3 个月左右的线上教学，如何做好复课后线上线下课程教学的衔接工作，成为各学校

及任课教师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以某一专业课为例为例，分别从线上教学情况、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对策三个方面

进行研究，从而为疫情下保障课程教学质量寻找适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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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信号基础》是铁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

课程，B 类课程，于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开课，共 4 学分 64 课时，

其中理论教学 34 课时，理实一体 12 课时，实践 18 课时。按一周

4 课时行课，将在开课后第六周、第九周、第十三周分别进行 6

个课时实训内容。

一、课程实施情况

本课程线上教学主要采用“钉钉直播 + 雨课堂”进行，课程

主要包括考勤、课前答疑、直播授课、课堂互动、随机抽查、作

业布置以及推送网络资源等 7 部分。同时为尽可能使学生可以使

用实训设备，教师调整授课计划，将 6 课时实训内容推迟至课程

最后完成。根据学校复课通知，本年级学生返校复课时，本课程

仅剩下 10 课时未完成，实训课程已有 8 课时在线上教学中采用虚

拟软件、桌面演练等方式进行。

二、《铁路信号基础》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存在的问题

（一）影响线上教学质量的因素较多，不利于复课后的教学

安排

1. 授课平台、师生网络不稳定，部分学生缺少电脑设备

疫情期间，全国大中小学校均开展了线上授课模式，大

量课程在既有教学平台实施，但这些教学平台时常会因为应

用量过大而发生崩溃、延迟等问题，使得教师不得不使用备

用教学平台，耽误授课进度。同时，上课期间有学生反映平

台出现卡顿、无法完成习题；有些学生家里没有电脑，长时

间使用手机上课，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心情烦躁、无法有效

获得教师讲授的课程内容；部分学生由于家在山区等原因，

会出现网络不畅的问题，导致无法在教师授课期间及时听课，

从而影响其学习效果。

2. 部分学生自律性不好，教师无法完全掌握学生听课动态

线上教学期间，教师只能依托教学平台来确定学生听课情况。

部分学生进入课程直播间后，就去打游戏或做其他事情，这些情

况授课教师都无法及时获得真实信息。

3. 线上教学反馈不全面，不利于教师调整授课方式

线上教学反馈多以授课时师生互动以及课后作业来了解学生

学习情况，但互动的主要参与者为学习积极性高的同学，课后作

业也存在部分学生答案高度一致的情况，教师无法获得全面的教

学反馈。

4. 实训内容的调整，不利于学生即时直观的掌握授课内容

由于线上教学下开展实训演练效果相对较差，因此本课程调

整授课计划，将实训内容调至课程最后进行，这种调整会导致学

生在学习理论知识后无法及时进行实训演练，可能使得学生对本

部分的理解程度无法达到既定要求。

（二）学生两极化情况加剧，影响复课后线下教学实施

线上教学下，由于学习主要靠自觉主动，自律性不同的学生

学习效果与线下学习相比差别较大，这会导致学生两极分化的情

况加剧，使复课后线下教学衔接难度增大。

（三）线下实训操作课时缩短，影响实训部分课程效果

复课后，本课程仅有 10 课时的线下实训演练时间，其余 8 课

时在线上通过虚拟软件或桌面演练的方式进行，相对实际操作效

果较差。

三、《铁路信号基础》线上线下教学衔接解决对策

（一）全面评估学生线上学习效果，制定线下教学方案

全面评估学生线上学习效果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在

学生中进行问卷调查、学生座谈，了解学生自己对课程理论知识

的掌握情况；第二，通过课堂抽查、线上考试等方式直观掌握教

学效果。根据调查结果，制定线下教学方案，针对大部分学生掌

握不好的内容进行知识点梳理，保障学生学习效果。

（二）形成课程学习小组

因疫情的影响，在家进行线上学习的过程中，部分自律性较

差的学生养成了不好的学习习惯，如边玩边学、注意力容易分散等。

复课后，可以采用互助小组的形式，带动学生学习，形成学习氛围。

互助小组以 4-6 人为宜，组长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应较好，小组

采取互帮互助的形式，使小组成员尽快适应线下教学，巩固线上

学习成果。同时，每组组长与教师定期就小组学习情况进行沟通，

以便教师掌握每组的学习情况，调整教学方案。

（三）开放实训室，增加实训操作时间

课程实训部分的完成度不高以及剩余实训课时不足是本课程

急需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建议开放实训室，学生利用课

余时间进行实训操作练习。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实训室操作演练，

操作过程中遇见问题可以直接通过线上联络教师或课内答疑解决。

课程实训课时作为操作考试或现场答疑使用。

四、结语

疫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教学方式，寻求合理有效的

教学衔接方法可以将疫情对教学效果的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甚至可以以此为突破点，在之后的教学中探索更高效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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