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医科大学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 

第一周教学质量报告 

学校高度重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的教学工作，贯彻落实“停课不停

教、停课不停学”相关要求，经过前期摸排调研、科学谋划、周密部署，出台教

学方案、制定教学要求，多次召开专题视频会、演示会等细化落实，于 3月 2

日如期开展 2020年春季学期教学工作。开学第一周，各教学管理部门施策有方、

运行有序，教学单位精心布置、层层落实，广大教师创新教学、履职尽责，依托

学校智慧校园建设，甄选各类适宜平台，对标教学要求，开展了以学生发展为中

心、学习效果为导向、思政育人相融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质量过硬的教学

活动，保障开学首周运行平稳，力求线上线下实质等效。 

一、开学首周在线教学平稳有序 

（一）课程开设情况  

本学期第一周，全校计划开展在线教学课程 751 门次，其中，校内在线学习

平台开展线上教学 597 门次，使用 U 校园 62 门次，使用钉钉、腾讯视频、中国

大学 MOOC 等其他平台 92门次。计划课程全部实现在线教学，一半以上课程采用

学校在线学习平台和钉钉双平台互补授课，或者其他课程平台+直播平台的方式。

主要的教学方式是直播或者直播+其他形式。 

 

图 1.课程计划采用平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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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教学单位第一周开课门次数 

（二）教师教学和学生参与情况 

开学第一周承担教学任务教师 396 名，应参与在线学习学生 7195 名（含

留学生 259 名），上课班级 1571 班次（含留学生 77 班次），上课学生 58968

人次（含留学生 2192 人次）。 

 

图 3. 各教学单位第一周承担教学教师人数 

（三）学校在线学习平台课程数据 

开学第一周，使用学校在线学习平台教师 4678 人次，学生 26750 人次。 



 

图 4. 开学第一周教师和学生访问学校在线学习平台人数 

二、校院两级教学质量监控开展情况 

（一）学校质量监控 

1.制度保障 

根据学校教学部署与安排，对标教学方案，出台《宁夏医科大学疫情

防控期间教学质量监控方案》、《宁夏医科大学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质量

要求》，针对在线教学特点拟定各项质量评价指标，为在线教学质量监控与

保障提供依据。 

2.督导结合 

学校督导本着帮助教师提升的工作理念，坚持“以导为主，督导结合”

的原则，积极参与学院在线集体备课，随机抽查在线教学情况，与任课教

师及时沟通探讨课程及平台问题，帮助教师拓宽思路，教学设计，鼓励工

作创新。对好的做法积极推举，其中口腔医学院自周一到周五进行了 6 次

集体备课，黄永清院长亲自示范，不断磨课、演练；中医学院积极组织第

一周授课教师针对一周教学开展情况进行经验交流与分享。 

3.广泛调研 

定期收集学生信息员教学反馈信息，及时发现问题疏导解决。定期针

对不同问题开展问卷调查，问题导向，精准施策，为进一步促进教学平稳

有序开展，教学质量提升打下基础。 

（二）各教学单位质量监控 

各教学单位充分发挥自己督导力量，进行质量监控与教学引导，通过

集体备课等挖掘先进典型事例，共享有效经验，充分依托师生的智慧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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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做好网络教学工作。 

三、开学第一周教学情况反馈 

（一）学生学习效果反馈 

本次问卷涉及 9 个学院，涵盖本专科所有专业学生（含留学生）。共发放问

卷 5717份（含留学生 259份），回收问卷 4416份（留学生 230份），回收率 77.24%。 

1. 各学院参与调查问卷人数 

 

图 5. 各学院参与问卷学生数 

2. 经过一周在线学习，学生的适应程度： 

本专科：完全适应 8.12%，基本适应 66.46%，不太适应 21.76%，完全不适

应 3.66%。 

 

图 6. 普通本专科学生对在线教学适应度 

留学生：完全适应 10.43%，基本适应 40.43%，适应了一点 41.3%，完全不

适应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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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留学生对在线教学适应度 

3. 通过在线学习，学生对学习内容掌握程度： 

本专科：学生对于所学内容完全掌握 0.84%，掌握 80%以上占 22.36%，部

分掌握占 43.81%，掌握一半左右 21.38%，掌握小部分 9.32%，没掌握 2.29%。 

 

图 8. 普通本专科学生对学习内容掌握度 

     留学生：学生对于所学内容完全掌握 6.01%，掌握 80%以上占 28.33%，部

分掌握占 33.05%，掌握一半左右 19.74%，掌握小部分 8.15%，没掌握 4.72%。。

 

图 9. 留学生对学习内容掌握度 

4. 对于未掌握的学习内容，学生通常采取的学习方式是： 

    本专科：观看老师录制视频 47.18%，课下自主学习 44.46%，和同学交流及



寻求老师帮助分别占 3.92%和 2.65%。 

  

图 10. 普通本专科学生对未掌握内容采取的措施 

留学生：观看老师录制视频 54.78%，课下自主学习 32.61%，和同学交流及

寻求老师帮助分别占 6.52%和 5.22%。

 

图 11. 留学生对未掌握内容采取的措施 

5. 学生对老师的教学安排及学习要求明晰程度： 

本专科：对老师的教学安排和学习要求非常清楚的同学占 7.86%，清楚

65.53%，一般了解 24.06%，不清楚 2.56%。 

 

图 12. 普通本专科学生对教学安排及学习要求明晰度 



留学生：对老师的教学安排和学习要求非常清楚的同学占 10.87%，清楚

49.57%，一般了解 35.65%，不清楚 3.91%。 

 

图 13. 普通本专科学生对教学安排及学习要求明晰度 

6.与传统教学相比，学生更希望在线教学内容与时间安排： 

本专科：和传统教学一样，不需要改变的学生占 55.33%；希望精简内容，

减少上课时间的占 12.78%，其中大部分学生建议时间为 30分钟；内容精简、上

课时间维持 40分钟的占 24.27%；认为容量不减，内容重构的学生占 5.61%，建

议时间 30分钟或 40 分钟。 

 

图 14. 与传统教学相比，学生喜欢的在线教学内容与时间安排 

留学生：和传统教学一样，不需要改变的学生占 49.57%；希望精简内容，

减少上课时间的占 9.57%，其中学生建议时间较分散（20分钟，30 分钟等）；内

容精简、上课时间维持 40分钟的占 24.27%；认为容量不减，内容重构的学生占

6.52%。



 

图 15. 与传统教学相比，留学生喜欢的在线教学内容与时间安排 

7.学生参与在线学习互动频率： 

本专科学生：每次都参与的互动学生占 23.22%，大部分互动都参与的学生

占 48.21%，偶尔参与互动的学生占 26.59%，从不参与的学生占 1.98%。 

 

图 16. 普通本专科学生参与在线学习互动频率 

留学生：每次都参与的学生占 49.57%，大部分互动都参与的学生占 38.7%，

偶尔参与互动的学生占 11.38%，从不参与的学生 0.43%。 

 

图 17. 普通本专科学生参与在线学习互动频率 

8.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情况 

本专科学生：能完成全部预习、复习任务的学生占 15.67%；完成大部分预

习、复习任务的学生占 67.94%；只针对感兴趣的课程完成预习、复习任务的占



13.19%，从不预习、复习的学生占 3.2%。 

 

图 18. 普通本专科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情况 

留学生：能完成全部预习、复习任务的学生占 23.91%；完成大部分预习、

复习任务的学生占 60.87%；只针对感兴趣的课程完成预习、复习任务的占 14.78%，

从不预习、复习的学生占 0.43%。

 

图 19. 留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情况 

9.学生对自己的满意度分析： 

本专科学生：非常满意占 2.96%，满意占 34.47%，一般占 53.68%，不满意

占 8.89%。  

 

图 20. 普通本专科学生对自己的满意度 

留学生：非常满意占 7.39%，满意占 34.35%，一般占 47.83%，不满意占 10.43%。  



 

图 21. 留学生对自己的满意度 

10.学生对本周教师整体教学效果满意度： 

本专科学生：感到非常满意11.23%，满意60.82%，一般26.18%，不满意1.77%。 

 

图 22. 普通本专科学生对开学第一周教师整体教学效果满意度 

留学生：感到非常满意 9.13%，满意占 44.78%，一般 37.83%，不满意 8.26%。 

 

图 23. 留学生对开学第一周教师整体教学效果满意度 

11.学生因网络等个人原因未参加课程学习的情况： 

本专科学生：参加课程计划全部在线课程的学生 4066 人，占 97.13%；有 1

门未参加的学生 86 人，占 2.05%，其中因为网路卡顿者 45人，因为生病、断电、



做志愿活动、忘记上课时间、错过签到环节等个人原因未上课 41人；有 2 门未

参加学习人数 14人，占 0.33%，其中 8人为网络原因，因对老师消息接收不及

时、断电、手机坏等原因未上课者 6人；有 3 门及以上未参加学习者 7 人，占

0.17%，其中因网络卡顿无网者 3 人，4人因流量、课程未添加上、学习效率低

等未成功参加课程学习；因网络全部没有参加，但老师以发送学习资料的形式帮

助其完成学习者 13 人。 

 

图 24. 普通本专科学生未参加课程学习的情况 

留学生：参加全部在线课程的学生 168 人，占 73.04%；有 1 门未参加的学

生 31人，占 13.48%，其中因为网路原因 18 人，因为时差原因 4人；有 2 门未

参加学习人数 7 人，占 3.04%，其中 4人为网络原因，3人个人原因；有 3 门及

以上未参加学习者 5 人，占 2.17%， 3人网络原因，4人个人原因；因网络全部

没有参加，但老师以发送学习资料的形式帮助其完成学习者 18 人；没参加也没

收到老师资料 1人，占 0.43%。

 

图 25. 留学生未参加课程学习的情况 

12.通过一周学习，学校在线学习平台的使用改善情况： 

本专科学生：认为改善很多 30.72%，有改善 64.07%，无改善占 5.21%。 



 

图 26.学校在线学习平台改善体验 

留学生：认为改善很多 20%，有改善 70%，无改善占 10%。 

 

图 27.学校在线学习平台改善体验 

13.最喜欢的教学平台： 

本专科学生：通过一周学习和体验，学生最喜欢的平台分别是钉钉 76.95%

（比首日上升 2.3%），学校在线学习平台 50.88%（比首日上升 20.6%），QQ、微

信群 15.17%（比首日上升 4%）。 

 

图 28.学生最喜欢的教学平台 

14. 学生的学习压力主要因素： 

本专科学生：APP 种类多、使用不方便占 50.38%，与首日相比，有所上升，



跃居首位；网络拥堵、平台卡顿、时常掉线影响学习占 46.66%，相比首日有所

下降，排第二；学习任务量太大，影响学习效果占 37.12%上升为第三；没有教

材（29.12%）、课程资源过于分散（25.42%）等对学生的影响有所下降，分列第

四、第五。 

 

图 29. 普通本专科学生的学习压力主要因素 

留学生：网络拥堵、平台卡顿、时常掉线影响学习占 49.13%；没有教材 23.48%；

课程资源过于分散 21.3%；学习任务太重 17.83%。

 

图 29. 留学生的学习压力主要因素 

（二）教师教学情况反馈 

本次问卷针对开学第一周 751 门次课程共 396 名教师发放问卷 396 份。回

收问卷 317 份，回收率 80.05%。 

1.各教学单位参与问卷教师人数： 



 

图 30.各教学单位参与问卷教师人数 

2.教师体验效果最好的网络教学平台：学校在线学习平台以 37.54%居首位，

钉钉 35.65%排第二。 

 

图 31. 教师体验效果最好的网络教学平台 

3.采取的主要在线教学方式：直播 22.08%，录播+互动研讨 19.87%，录播+

直播 17.35%。 

 

图 32.采取的主要在线教学方式 



4.在线课堂学生到课率： 全部到课占 51.74%，个别学生未到课占 37.85%，

到课率 80%-89%及以下主要集中在留学生班级，主要原因是时差、网络等。 

 

图 33. 在线课堂学生到课率 

5.对于未到课的学生，老师采取的措施：主要是提供录制视频 38.49%，提

供学习资料自主学习 34.07%，及让同学结对子互帮互学等其他措施 27.44%。 

 

图 34. 老师对未到课学生采取的助学促学措施 

6.与学生的互动方式：主要是布置作业及反馈 55.21%，直播连麦互动 30.91%，

课下答疑 30.28%。 

 

图 35.与学生的互动方式 



7.采取的在线学习过程性评价方式：主要是课后作业占 82.33%，签到出勤

情况 71.92%，随堂测试 48.9%。 

 

图 36. 教师采取的在线学习过程性评价方式 

8.教师对线上教学适应情况：经过一周的在线教学，教师已完全适应，占

77.29%，其中更多精力投入教学准备占 62.15%，研究熟悉平台功能占 15.14%；

不太适应占 20.82%；仍然不适应占 1.89%。

 

图 37. 教师对线上教学适应情况 

9.最希望获得在线课程指导的方面：如何调动学生兴趣 20.82%，师生互动

方法 20.5%，平台后台数据使用指导 17.98%等。 

 

图 38. 最希望获得在线课程指导的方面 



10.对学校在线学习平台的满意度：非常满意 14.51%，比较满意 68.14%，一

般 16.09%，不满意 1.26%。 

 

图 39. 对学校在线学习平台的满意度 

11.通过在线教学最大收获：尝试了新的教学模式 58.04%，依据线上教学特

点重建教学内容，提升了教学信息化水平 17.03%，获得了直播经验 12.3%。

 

图 40. 通过在线教学最大收获 

12.老师面临的最大压力：重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设计占 22.71%，与收

获相匹配；难以掌握学生学习状况和线上网络拥堵,平台卡顿并列第二位，各占

20.82%，在线互动不充分 12.93%，也是对老师造成较大挑战的因素之一。 



 

图 41. 在线教学老师面临的最大压力 

总体上，教师们都能在课前精心备课，克服困难，不断学习新技能，

重构教学内容，设计好教学流程。学校在线学习平台签到、讨论、作业、

测验得到了较好运用，钉钉、腾讯会议、QQ、微信平台也被利用进行互动

教学。学生学习积极性较高，逐渐适应在线学习，积极参与互动，完成测

验、作业等学习任务，效果较好。同时，根据监控结果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由于全国大规模的线上课程同时运行，诸多课程平台不同程度运行不畅，

线上教学还存在师生互动不足、学生学习纪律和效果不确定等问题。 

四、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 

   （一）APP 种类繁多，学生使用不便。 

1.优化平台功能。现教中心在扩容提速基础上继续优化学校平台功能，简化

操作流程，提高教师体验满意度。 

2.优选教学平台。鼓励支持教师在功能类似的平台中，优选集中平台，学习

任务整合打包于相同平台，减少 APP种类多对学生造成困扰。 

   （二）学习任务繁重，资源过于分散。 

1.整合资源内容。教师对标学习目标任务，整合精简重构各类学习资源，做

到有的放矢，有所取舍。 

2.明确安排任务。教师明确教学目标任务和课堂各环节安排部署，课前清晰

明白地向学生下达学习任务清单。帮助学生在各科各类学习中迅速抓住学习要点，

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和学习主动性，减少无效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效率。 

3.提供电子教材。教务处持续追踪出版社电子更新状态（包括留学生教材），



获取所需版本电子教材上传，陆续解决教材内容不匹配、教材缺乏等问题。 

（三）了解师生需求，开展针对培训。 

1.加大培训力度。教师发展中心联合现教中心结合老师实际需求，加强线上

教学互动方法技巧、后台数据采集与使用的培训。帮助教师尽早适应线上教学，

提升教学的能力。 

2.畅通沟通渠道。拓宽师生联系与答疑通道，充分了解学生学习状况，采取

措施进行助学促学，实时掌握学生学习效果。 

五、下一步教学质量保障工作 

1．明确要求，强化质量意识 

对标学校线上教学质量要求，压实系教研室管教学职责，充分发挥校院两级

教学质量保障作用，引导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要紧紧围绕“质量”这

一主题。 

2．加强培训，优化教学内容 

进一步引导教师注重课程设计质量，充分发挥智慧教学工具优势，拓展学生

自主学习空间。推优扶弱，选取优秀案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教学经验

和模式，同时依托学生学习效果反馈，引导教师及时调整授课模式、优化教学内

容和安排。广泛调研，对师生集中反馈的问题和个性化的需求进行培训和指导。 

3.立德树人，融合课程思政 

强调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依托专业优势，充分挖掘疫情防控期间鲜活的

典型事例，进一步加强课程思政建设，重视对学生的“专业思政”教育。按照在

线教学的规律，强化对学生的学习要求，增强其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多

渠道调研、密切关注学生动态与需求，通过授课教师、辅导员等引导其尽快了解

在线教学的特点，掌握在线学习的方法。 

4．筛选平台，减轻学生负担 

鼓励教师筛选性能稳定、教学功能完整、数据记录和分析能力强、监控功能

完善的线上教学平台作为主要的教学工具。鼓励采用“在线学习平台+钉钉直播”

双平台教学模式，实行留痕管理保证教学质量可控。同时，学校在线学习平台优

化整合各类教学功能性服务，引导教师选用学校在线学习平台，解决研究生在线

学习平台过多的问题。 



5.协同联动，做好服务保障 

学校教务处、医院实训管理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

心、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等教学管理部门要密切跟踪师生反馈和需求，及时沟通协

同，同心勠力，以一盘棋思想做好各项教学管理与保障工作，协同提升教学服务

与保障水平。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二〇二〇年三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