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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要求的“在线教学与线下教学质量实质等效”，因此，在线教学的核

心应为知识被掌握的程度，即“学习成效”。如何知晓学生的“学习成效”？缺

乏了面对面的线下课堂，我们必须在线上开展充分的交互，才能使线上教学的学

习成效达标，其中教学内容的重塑是充分交互的前提。因此我对教学内容进行了

拆分，设计了两种在线学习内容：一是适合异步开展的自主学习内容（课前/课

后）；二是适合同步开展的交互式的学习内容（课堂），两者互为补充。 

一、课程设计 

（1） 线上授课平台 

①超星 SPOC 平台创建了对应课程（高等环境化学）。在云盘中上传了教材

的电子版、录播视频、精品网络教学视频（南开大学孙红文教授）、课件 PPT等

素材，供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自主选择和学习。 

在 SPOC平台发布作业和讨论话题，供同学们自由讨论，师生共同学习。 

a.创建课程 

 

b.上传课件及录播视频 



 

 

c.发放作业 

 

d.讨论区研讨 



 

②腾讯会议：会议号 487-285-6077 

开课前，利用签到功能签到，培养学生时间观念和自律习惯。 

   

上课中，要求学生开启视频，随时可以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 

 



③利用学习通，发放检测题，检查学生知识点掌握情况及平时学习状况。 

 

二、课程特点 

【教学设计】 

秉持着以“学习成效”为核心的教学理念，将学习内容按照布鲁姆学习分类

法的层次要求分块：对于记忆和理解层面要求的，主要通过推送课件、习题进行

学习自查，对于难以理解的部分则录制微课供学生反复观看；涉及应用、分析学

习要求的，主要通过例题讲解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帮助理解；关于评价（综合）、

创造层面的，则通过充分的交互式讨论开展学习。学生线上进入讨论区发表不同

看法，最终在课堂的同步学习中初步形成一致性观点，并且通过进一步的文献查

阅，提出新观点。 

本章节学习内容的核心知识是“碳酸体系”，通过酸雨导入，围绕着酸雨的

定义、危害引入碳酸体系的概念，学生开展了三次课前-课中-课后的学习。 

【教学过程】 

课前了解酸雨的相关知识：定义、危害、目前的发展现状等。 

 



 

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与大多数网课大同小异。课前推送课件和微课视频帮助学

生提前熟悉，适合自主学习的内容，要求学生对酸雨的定义及相关知识做一定了

解，并在讨论区留下自主学习过程中遗留的问题。 

课中开展同步的交互式学习 

首先对课前的，自测情况做简要点评；其次对布置的课后主观题作业（你家

乡的酸雨状况）进行学生互评，每人将评价 3位学生的作业，经充分的讨论，与

学生形成基本一致的意见。以上在 3.0min 内完成。 

其次开启直播： 

1.对答疑区的问题进行分享答疑。10min 

2.快速梳理酸雨 pH<5.6定义的来历和推演思路。10min 

3.引入碳酸体系，讲解该体系的特征，分类，对于封闭的碳酸体系，其中发

生的化学反应，基于碳酸的二级电离过程，推导不同无机碳占总碳的摩尔分数表

达式，得到摩尔分数在一定温度和二氧化碳分压的条件下是 pH 的函数的结论。

通过绘图，得到摩尔分数与 pH 的关系曲线。观察曲线，有几个关键点，引导学

生推导其 pH值。15min 

直播过程，充分利用充分利用学校发放的汉王写字板和共享屏幕，边写边 

讲，即使是 PPT 上有完整的推导步骤，一定要在线重新推导，并且对相似的内

容，利用点名的方式，要求同学们自己推导。一方面提高学生注意力，另一方面

加强学生的参与度和动手能力。 



 

以文字形式与学生充分探讨本节课的学习情况，明确学生对知识点的学习基

础和学习难点。在此基础上发布本周课程小结，总结学习内容，表扬学习中值得

肯定的态度和行为，进一步明确学习目标并布置课后作业。约 10min。当然，为

了活跃课堂气氛，有时也会采用抢答的形式让学生快速动起来。 

 

三、组织与管理成效 

1、线上教学师生要求全程全体出镜，任课教师加强线上课堂管控力度，随

时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 



 

2、师生间的随时进行互动交流情况，通过聊天区掌握学生的学习感受，及

时问卷调查，掌握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优化授课方案，提升教学效果； 

 

 



3、任课教师要主动作为，不等不靠，进一步优化教学设备和手段，最大程

度改善教学效果。 

充分利用国家精品课程资源，取长补短，引入南开大学孙红文教授的《环境

化学》课程视频，江西农业大学龚霞教授的《环境化学》作为辅助视频，希望学

生能够在不同老师的讲解中更深地理解所学知识。 

 

 



 

四、总结 

【教学体会】 

1.学习成效。学生的表现令人惊喜。线上的交流非常直接纯粹：讨论区的开

设让我看到了学生们思维的活跃，有极个别学生在线任务完成较为拖沓，已经通

过班委了解到该生在其他课程上也不甚尽心，可能会考虑适时提醒班主任、辅导

员加以关注。 

2.课程思政。我始终认为“纸上谈兵”不如“实践躬行”。作为专业基础课，

通过教师引导，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学习特点、通过讨论解开学习困惑、激发学

生的学习自信，并由此渴望获取和探索更多知识，将科学的思维能力融入骨血，

没有完美的课程，只有用心的课程。教师在这次网络授课中的尽心与负责，对学

生来说同样也是育人的过程。特别是在疫情这样的环境下，同学和老师都在经受

封控条件下，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考验，更需要强大我们的内心。在线授课使得我

们卸下了线下授课中不必要的负担，真正沉下心来思考教学的实质和价值，学生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静下心来完成自己心意的事情，何尝不是一种成长。我会基

于学生的数据和反馈精心制作和设计教学环节，以学促教。 

3.后续难点。在具体授课过程中，我发现手写板等设备在网课中非常必要，

尤其是需要推演的课程内容；如果学生能看到教师一步一步推导出结果，学习效

果会更加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