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学院线上思政课就是享受“精神大餐”

--超星一平三端+腾讯会议模式线上教学总结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思想道德与法治

开课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授课教师：刘亚鹏

授课班级：2 个大一选课教学班

授课日期及学时：每周 8 学时，共 96 学时

使用的在线资源平台：超星平台

使用的教学工具软件：超星学习通+腾讯会议+QQ 群

【教学实施】

思想道德与法治是一门融思想性、政治性、科学性、理论性、综合性、实践

性于一体，面向大学生开设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必修课程。本课程针对当

代大学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思想道德与法治问题，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

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教育，在理论学习和实践体验中，帮助大学生领悟人生真

谛、把握人生方向，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继承优良传统、弘扬中国精

神，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大学生遵守道德规范、锤炼道德品质，

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和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引领良好

的社会风尚；帮助大学生学习法治思想、养成法治思维，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从而具备优秀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法治素养，为逐渐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打下扎实的思想道德

和法律基础。

在教学实践中鼓励探究式、自主式学习，同时线上教学更加注重对教学过程

的考核，平时成绩占 50%（分为三部分：出勤 20%、综合表现 15%、论文 15%，）

期末上机考试成绩占 50%。

1.建立教学班 QQ 群和学习通教学班群



开课前一周，建立班级 QQ 群，通过学生所在学院教学秘书传达给学生，要

求学生以专业班级+姓名的方式实名入群，等学生入群后，把学习通班级群的二

维码发到 QQ 群，全体同学加入相应的学习通班级群。有了学习通课程群聊，可

以发公告，这样所有同学都可以收到。

2.让学生熟悉学习通和腾讯会议操作，并预习课程内容

在学习通中提前发布问卷，询问学生是否具备网络学习条件，了解学生的思

想状况，做好学情分析。（例：是否有通畅的网络？是否拥有或可能拥有电脑作

为学习工具？最近上网课的心态如何？）

3.进行学习通软件+腾讯会议直播测试

提前培训好课代表，请他在教室电脑上登录自己的腾讯会议账号，调试好多

媒体设备，摄像头面向教室，这样可以了解实时了解课堂情况。

其他学生在宿舍测试直播情况。手机、电脑、ipad 都可以使用，同时登陆

学习通软件互动。



4.腾讯会议直播课串讲知识点+互动答疑+学习通视频观看

下午 16:00，课代表电气 213 曾铖同学在教室电脑上登录自己的腾讯会议账

号，调试好多媒体设备，16:10，授课准时开始，112 名师生齐聚云端，一半在

B402 教室，一半在宿舍、图书馆等地方。“抢答”“选人”配上“主题讨论”

“问卷”“作业”等线上功能，激发出了别样的课堂活力。在宿舍的同学，直接

开麦回答问题，在教室的同学，则直接走上讲台发言，在学生发言后给马上出相

应的成绩，起到正向激励作用。



5.课后小结+章节测试

授课结束后学习通会发布各种课堂数据，课后把学生出勤情况或者一些答题

数据适当反馈给学生，向大家公布，是对他们的激励和提醒，章节测试题计入平

时成绩。

6.做好课后学生反馈，下节课及时调整优化。

在第一节课下课后，为了了解学生上网课的状态，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授

课，再一次发放问卷，询问他们上网课后自身的感受，从而达到优化线上教学的

目的。



【教学效果】

“线上授课充满了变与不变，变的是课堂呈现的形式，不变的是教师有滋有

味、有趣有料的讲述；变的是横跨胶州湾的距离，不变的是师生心灵的沟通和对

课程的真心喜爱、终身受益！”老师的精心准备、新校区 5G 网络的强大助力、

同学们的积极配合让传统意义上是的距离不再是阻碍，线上教学同样享受“精神

大餐”！”对于参加线上学习的感受，同学们积极评价。

【教学创新】

“不能在教室给学生当面授课，线上教学同样要给同学们最好的上课体验！”

把笔记本电脑的小屏幕投影到 65 英寸的华为智慧屏，看着熟悉的大屏幕，仿佛

又回到教室，站在三尺讲台上，和可爱的孩子们在一起了。



【建议与总结】

战“疫”未止，砥砺前行。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倒春寒”，我校马克思主

义学院根据学校防控疫情工作要求，立即启动工作预案，3月 14 日开始全面转

入线上教学。学院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缜密计划，教学管理岗位紧密配合，各位

教师积极尝试，通过“学习通+腾讯会议”这一模式教学，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的

到位，理解的深刻，教学效果良好。

1．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把课讲到学生心坎里

结合教学内容在各章节内容中适当增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结合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章节内容对学生进行相应的解读，要让学生听得懂、能学会、

喜欢听，用学生的语言、灵活的表达、叙事的技法、网络的载体把教材体系对象

化，对象化到青年学生身上，使学生及时学习并掌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深化对课程理解。老师既要动脑、动口，又要动心、动情，把课讲到学生心坎里，

融入学生情感中。



2．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实事与课程知识融会贯通

以课程内容为中心，结合国际国内时事与课程教学进度进行解读评析，引导

学生运用专业知识解读理解当下的国际国内问题。例如，在第一次上课前，专门

组建了教学班 QQ 群，让学生加入学习通，通过学习通发放“主题讨论”“问卷”

等调研学生学情，根据学生思想状况和关注热点，选取“最燃北京冬奥”、“俄

乌冲突”等鲜活案例，通过近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对比、国内盛世和国际乱局的

对比，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真正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盛世中华的来之

不易，将对中国共产党的尊崇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

担大任为自身使命，自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坚持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统一，利用多平台优势教学资源

任课教师根据教学需求，充分学习了解各个教学平台的优势的基础上，学会

使用两种或多种教学软件。例如，在使用超星学泛雅平台时，通过添加班级活动，



打开腾讯会议，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将课程 PPT 投屏到大屏幕，在教室上课同学

观看教室投屏，在宿舍的同学，也实现了线上即时教学与互动；在使用雨课堂的

同时建立教学微信群、使用云资源等方式，打破空间的间隔。新型教学手段的引

入带来了更丰富的学科网络资源，提升了教学质量，对教学进行强有力的辅助。

4.坚持价值性与知识性相统一，精心打磨专题

马克思主义学院坚持三级集体备课制度，组织教师每学期进行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集体备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根据不同

课程和专业，设置专题教学，增加专业针对性，采用启发式、参与式、互动式、

案例式、研究式等教学方法。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针对学习中的差异和疑点难点，

联系思想实际，做好阐释启发。信息化的时代，学生喜爱新媒体技术，线上教学

也要主动求变，为学生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学资源，如教学视频、PPT

课件、经典著作和影视作品等资料。



5．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互动教学形式激发学习积极性

发挥教师主导性，做好课堂授课，巩固课程主渠道；同时，通过引导学生课

堂抢答、主题讨论、小组研讨，课后思考题等方式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提升网

课的参与度，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