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下的网课 

——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外语教学部教师成长记 

 

随着抗疫的阶段性胜利和部分学生的有计划返校，我们有史以来最漫长的假

期也接近尾声。疫情期间，教育大计自然不能按下暂停键，老师们积极响应国家

的号召和学校的召唤，披挂上阵，变身网络主播。从紧张焦虑到逐渐适应话筒屏

幕，从传统的粉笔加鼠标到轻松游走于各种网络平台，亲历这段特殊的教学经历，

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外语教学部的郭月琴老师、郑琳老师、孙继平老师、沈丹老师

等不仅努力上好自己的每一堂课，还认真履行自己的行政职责，做好教学管理工

作。该系的郭月琴教授、马金芳老师、孔媛媛老师等所开展的网络教学得到学生

的普遍认可： 

       
图 1. 学校公众号课程访问量统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系承担出国留学英语课程的马金芳老师和学生之间擦出了

不少的火花，她的学生反馈道：我们收获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学习能力的挖掘与

提升。 

 

一．假期录制微课，为应对疫情调整教学方式与内容 

“老师的教学工作是个良心活儿”，这是系里的郭月琴、武学峰教授常说的

一句话。网课更是对老师的责任心、准备程度和授课水平的考察；打造出花式又

参与度高、广受学生欢迎的网课也绝非易事。马金芳老师在 2019 年参加了学校

组织的“信息化技术培训专题研修班”,认真地向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信

息化教学高手老师学习，“学校非常重视信息化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组织

老师利用周末时间学习，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马金芳老师在寒假前就



开始为课程做准备，借阅书籍，与课程组的老师商讨，在云课堂不断摸索，以各

种形式丰富云课堂资源。另外，考虑到可能出现的网络崩溃等情况，马老师还录

制了 25 段 8-30分钟不等的微课。“录制微课耗时耗力，一遍未必成功。一段视

频除了录制有时还需要剪辑等。” 

                 

图 2.马老师录制网课 

 

二．课前通过云课堂发布任务，腾讯会议直播上课，进行任务型教学 

“原以为网课轻松自由，实际上不仅有紧张的课堂任务，还有烧脑的课后作

业，而且老师都会认真批改打分，必须认真完成。”学生反应说，“没想到网课

可以上得如此花式，直播讲解、课前课后的小微课、打卡、在线测试，比正常上

课内容还要丰富。” 

 
图 3. 石大云课堂课程通知 

 



         

图 4. 腾讯会议直播上课 

老师主播这么努力，学生粉丝们也没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学习。两个小时的课

程，马老师和学生切换在腾讯会议、QQ群、云课堂之间，突发的网络崩溃使得

启用 Plan B已不足为奇；直播、互动答疑、提交作业，大家忙的不亦乐乎；然

而形散神不散。从 2018级研究生开始，学校推进研究生公共外语教学体系改革，

切合研究生需求，开设了《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跨文化交际与沟通》等 7

门公共外语选修课，广受研究生欢迎。大多数同学是凭兴趣选课，学习热情很高，

偶尔因为网络或者其他原因中断或者没跟上，都会积极找补。曾经有位同学课下

忐忑地留言“老师很抱歉上课期间接了个老师的电话，回来就发现错过了提交课

程任务的时间……”。 

三．课下师生及时交流，改进教学中的问题 

网课相对于面对面教学，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实时互动性。所以直播授课之外，

辅以微课视频、随堂小测验、提交网络作业等方式，可以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状

况。石大云课堂的讨论区、学习笔记成了师生、生生交流的好地方。 

 

 



 

图 5. 石大云课堂讨论区 

四．多模块的考评方式，确保上课时学生人在心也在 

疫情下传统的闭卷考试也无法进行，为确保公平，老师需要记录课堂每个环

节的学生表现，让学生在家也能保证课堂效率，把学习由被动变主动。 

 

  

图 6. 答疑讨论，学生在作业中自己总结经验教训 

这次疫情下的网课也是尝试新的教学方式的一大进步，对将来的教育模式改

革探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线上教育有其突出的优点：学习时间灵活、可

反复学习，有助于预习和复习等。受直播文化的影响，线上教育要比实体教室更

像一个平台式的课堂，老师和学生的沟通也畅通便捷。“当然啦，这样的回忆虽

然特殊，但还是希望早日回归正常的教学秩序，与可爱又勤奋的同学们相见”，

研外部的老师们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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