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在线教学开课首周质量报告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按

照《教育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在疫情防控

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和上海市关于防控

新冠肺炎工作要求，推进学校的统一部署，依据《上海交通大学关于2020年春季

学期“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的工作方案》的要求，医学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全方

位推进在线教学，并于3月2日起按照春季学期教学日历全面在线开课，力争把疫

情对教学的影响降到最低，努力实现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实质等效”。 

 

全面准备 精准施策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进一步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医学院本科生在线教学工作的有序开展，医学院

召集各相关部处与所有学院系部召开教学会议，成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疫情防

控期间在线教学工作组。落实和完成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的各项任务，并加强

对学生在线学习情况进行管理、监督和评价。 

   （二）制定整体方案 

按照学校的部署和要求，第一阶段3月2日开始至学生返校期间实施在线教

学，各学院（系）制定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整体实施方案，认真梳理课程，针

对不同类型，分类实施在线教学，原则上做到本科学生全覆盖，保证人人有课上。 

在线教学模式包括录播、直播、慕课和研讨等四种。任课教师根据课程特性

制定第一周课程合理的教学方案，包括选用合适的教学模式及按照在线教学的特

点调整教学日历。各院系积极指导任课教师掌握在线教学技能，保证在线教学质

量。 

   （三）组织安排 

教务处协同医学院网络信息中心做好在线教学平台建设、技术支持、资源配

置、教学培训和咨询服务，保障各类在线教学活动正常开展。 

各学院（系）组织教研室（系）、教学团队、课程组开展网络课程建设、在

线集体备课等教学活动，提前完成在线班级组建、课程资源准备和录播/直播授

课调试等准备工作，为按时开展在线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做好充分准备。授课教



师合理安排教学计划和教学形式，优化教学内容，加强形成性评价在在线教学中

的应用，最大限度保证教学效果，确保教学质量。  

   （四）在线教学形式 

开课学院（系）根据教学任务、开课平台、课程内容和网络资源等，组织教

师开展录播、直播、慕课和研讨等四种在线教学活动。医学院开设课程以超星“一

平三端智慧教学系统”速课录播为主，结合上海交通大学 ZOOM 直播平台。各院

（系）课程内含有其他在线平台教学活动的，均须做好教师和学生使用培训，保

障正常的教学运行和教学质量。此外，利用各种平台讨论工具、讨论群等开展多

种形式的在线教学活动，对学生在线学习进行管理、指导、答疑和考评。 

   （五）加强支持和培训 

医学院和各院系向教师提供全方位的在线教学技能指导，向教师和学生提供

足够的技术支持，包括在线教学和在线学习涉及的信息化平台、软件和工具使用

等各个方面。应充分发挥在线教学指导工作组和技术支持工作组的职能。 

组织任课教师、教务人员、督导和学生参加学校、学院层面的培训，开展二

级学院（系）层面的在线教学和在线学习培训，确保教师和学生培训全覆盖。组

织针对督导的培训，充分发挥督导在课程质量把关方面的作用。 

   （六）加强学生服务 

为学生在线学习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充分发挥学

指委和辅导员的职能，让学生充分了解在线教学的整体安排，掌握在线学习技能，

了解问题反馈途径。及时向学生发布各门课程教学安排，要求学生关注在线教学

相关的通知和在线学习指南。详细摸排学生在线学习可能存在的困难，一对一了

解具体情况，并结合实际及时给予帮助，确保学生参与在线学习的全覆盖。 

   （七）加强应急管理 

针对在线教学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紧急情况（包括网络拥堵、平台失

效等），要做好应急处理预案，组织应急处理队伍，及时应对各种紧急情况。 

各学院（系）做好在线平台出现意外情况时的备用应急预案，收集所有教学

课件、速课、电子版文献、教材、习题等学习材料通过网络云盘、邮件、微信等

形式供学生研讨学习。同时，准备ZOOM平台等资源应急授课。 

    （八）强化质量控制 



在学院层面，邀请院领导在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专项在线测试听课，安排医学

院教学督导在线测试听课，对在线教学方案、教学资源、师生互动进行检查与督

导，实施在线教学过程评教，通过学生问卷调查、随机抽查等方式进行过程监督。

采用与线下课堂教学等效的教学事故认定办法，强化对在线教学课程的管理。 

在二级学院（系）层面，充分发挥二级学院（系）质量保障工作组的职能，

加强二级学院（系）在线教学的质控体系建设，强化在线教学质量监控，全面掌

握在线教学课程情况，保证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对线上教学开展情况进行专项

督查，组织二级学院（系）领导及二级学院教学督导进行在线听课等。对教师授

课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沟通和解决，及时向教学主管部门

报送相关信息。建立教学质量反馈通道，收集学生反馈信息，掌握学生学习动态。

针对学生反馈的问题，督促相关教师持续改进在线教学质量。及时梳理在线教学

监督相关的数据，对在线教学质量进行专项研讨。 

 

停课不停学，辅导员“空中思政”鼓励自主学习 

停课不停学，做学习的主人。在网络课程全面铺开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通过“空中思政热线”，鼓励学生做自己的“辅导员”，通过自学自律、善于思考和

笃信从医的实际行动，致敬前线抗“疫”的前辈们。在不到三天的时间内，《疫情，

不能阻挡我们学习的脚步》《求智向善、追求学业和成长的步伐永不停歇》《人

自立，学自觉，国自强》《自主在线学习，你准备好了吗？》《疫情之下，一流

医学院的学生具备怎样的学习能力》《不负韶华，尽吾所能；用吾所学，佑吾所

及》等一篇篇辅导员博文横空出世，并且通过医学院和“易爱医”公众微信号传给

身处全国各地的学生心中，致力于培养“眼中有光，胸中有志，腹中有才，心中

有爱”的卓越医学创新人才。 



  

   

 



 

 

首周线上教学运行总体情况 

3月2日至3月6日（第一周）上线课程共315门，其中超星平台281门，ZOOM

平台10门，其他平台24门；在线授课教师377人，100%按时上线；在线课程概况

见表1。 

表1 在线课程概况 

 
超星平台 

课程数 

ZOOM 平

台课程数 

其他平台 

课程数 

其他平台 

名称 

在线授课教师 

总人数 

周一 3 月 2 日 60 1 4 
梦之路虚拟实验平台；

云视讯；爱课程 
83 

周二 3 月 3 日 61 2 6 
梦之路虚拟实验平台；

云视讯；爱课程 
79 

周三 3 月 4 日 56 1 4 云视讯；爱课程；讯飞 69 

周四 3 月 5 日 59 5 3 
梦之路虚拟实验平台；

云视讯；爱课程 
80 

周五 3 月 6 日 45 1 7 
梦之路虚拟实验平台；

云视讯；爱课程；讯飞 
66 

合计 281 10 24  377 



 

首周网络及平台运行基本顺畅，教师在线教学整体情况良好，教师按时上课，

录播和直播课程均精神饱满；平台工具使用熟练，课堂秩序良好，师生互动讨论

热烈。主要反馈的关注点包括网络拥堵情况及超星、ZOOM等平台存在的问题、

教师在线教学技能、教师使用在线教学平台和工具熟练度、师生交流及互动情况、

学生出勤率情况、在线教学资源建设情况（包括课程网站建设）和其它存在的问

题或建议等。 

首周学生在线学习整体情况良好，由辅导员根据班级实际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发

布每周至少3次签到，出勤率基本达到100%；个别学生迟到原因多为网络延迟、

存在时差、错峰学习、遗忘签到等原因，均进行点对点提醒。各班级辅导员反馈

学生听课状态较好，教师即时平台开课发帖、引导学生提问，但学生即时提问的

较少，而课后提问较多，教师能及时答疑。同时，师生通过超星平台讨论区、

ZOOM直播平台、课程建立的微信群、邮件等方式积极探讨交流。第一周课程结

束后，经各院系教务员统计，所有学生均全部完成教学任务点。 

 

在线教学督导及质量分析 

为及时掌握在线教学整体情况，深入了解学生意见与需求，帮助学生提高学习

有效性和针对性，医学院按照“校、院、系（室）”三级教学督导体系，对在线教学

进行督导。首周，“校、院、系（室）”三级督导联动，高效运转，医学院领导，教

务处、学生指导委员会、网络信息中心等开展了新学期网络课程巡视巡察。本科教

学督导委员会专家、各院系领导及专家督导对开设课程分别进行线上督导听课、辅

导答疑和指导课程团队教学活动等，分析总结教学软件和平台的优缺点，积极协调

解决在线教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向学校有关部门反馈师生意见和建议。具体

巡查及调查结果如下： 

（一）教学平台线上课堂讨论与活跃度 

医学院开设课程以超星“一平三端智慧教学系统”录播为主，ZOOM直播平台为

辅。超星平台主要采用教师课前制作讲课视频和课件、课中实时答疑指导和课后布

置作业相结合的线上教学模式。师生在课表规定的上课时间，利用超星、微信等软

件组建课程群实施教学互动答疑，开展讨论，同时布置课后作业等。同期，医学院

网络信息中心为各院系开设67间ZOOM虚拟教室作为直播开课和应急备用。参与网



上教学的教师反映，网上课堂讨论与常规课堂教学相比活跃度有很大的提升。 

 

 

《外科学各论》超星平台pc端讨论区提问与讨论  



 

《儿科学》超星平台pc端讨论区提问与讨论  

 

 

 

 

《Unit I》超星平台讨论区提问与讨论  



 

  

  

 

  

  

  

   

 

 

《流行病学与生物统计学》超星平台提问与讨论  

（二）打造在线教学运行闭环，初显教学实效 

成熟的在线课程资源，课件、视频、电子版教材、文献阅读资料等，主要用于

学生课前自主学习；鼓励老师们选择不同的平台，专业的直播平台用于课堂直播（录

播）教学；利用网络教学平台组织讨论、提交作业、批改、质量评价即时反馈，同

时用微信群、QQ 群作为联络平台、答疑辅导和直播中断的备用教学平台。跨平台

协同使用，推进“课前自主学习、课堂直播学习、课后检测反馈”有效对接，打造在

线教学闭环，不断提升在线教学实效。以新华临床医学院肿瘤学、围产医学、急救

医学、组织和器官移植等课程通过云视讯平台进行直播以及课后测试反馈现状为例，



不论是督导专家还是学生对授课模式、授课内容、教学方法和质量均给予高度评价。 

 
《肿瘤学》郑磊贞老师直播授课现场 

  

《急救医学》潘曙明老师直播授课 

 

（三）首周在线教学专家督导情况汇总 

开学第一周，医学院向各级督导发起《网络教学评价问卷》。问卷采用不记名

方式，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教学效果，征求质量改进建议。具体汇总如下： 

1.回收问卷分布情况 本次问卷共收到各级督导专家反馈 96 份，其中校级

督导 18 份，二级学院督导 78份。 



 

各级督导反馈分布情况 

 

各二级学院督导分布情况 

2.在线整体状况  首周在线教学情况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认可，授

课教师在线整体状况好，93.75%的专家认为在线整体状况符合教学要求。 

 

       授课教师在线整体状况符合教学要求 

3.关于教学态度 97.92%的督导专家认为教师秉持了良好的教书育人

的教学态度，95.83%的督导专家认为教师做了充分的教学准备，课程资料准

备充分，特别是专家们对录制的教学课件给予肯定。专家认可度数据较在线

教学首日均有明显提高。特别是有专家提到有教师即使在抗疫第一线也心系

教学，希望学生能有更多的感恩互动。同时专家们建议教师在教学幻灯片中

适当增加思考题、相关专业进展性参考文献和网络链接内容，以便学生在全



新的在线教学模式下课前做好预习及上课的预准备。 

 

 

              教师教书育人                       课程资料 

 

4.关于师生互动与教学组织 新形式下的教学手段和方法，督导专家反

馈，授课教师们都很用心努力，学生提问后在线教师能及时给予答疑。由于

超星平台学生看完录制课程视频需要消化过程，疑问讨论存在滞后性。虽师

生互动交流有待加强，但专家特别指出互动要有感而发，不宜过于追求互动

频率。建议可更多通过建立微信群、QQ群等，做到即时回复及在线语音的形

式。同时建议课程团队进一步加强与督导专家的沟通，反馈教学进度，积极

向专家咨询以获得改进意见。绝大部分的专家认可在线教学首周的组织教

学，各教学环节实施有序，并能及时根据反馈信息进行适当调整。 

 

 

         师生互动和交流                         组织教学 

5.关于教学内容  所有参与反馈的督导专家认为，授课教师们的教学

内容符合教学大纲要求。这是保障线上线下教学同质的关键，老师们的努力

得到专家的一致认可。此外，90.63%的专家认为教师们在教学过程中能够理



论联系实际，并结合本学科临床实践或实验内容，恰当举例帮助学生加深对

知识的理解，增加启发式教学。 

 

   

          教学内容符合教学大纲            教学内容理论联系实际 

 

6.关于教学方法  87.5%的专家认为教师们能够做到讲课思路清晰，逻

辑性强，语言生动，口齿清楚，富吸引力。经过一周的在线教学，专家对教

师在线平台工具的运用的认可度有所提高。 

 

  

 

教师讲课艺术                           教师平台工具运用 

 

7.关于教学效果 大部分专家认可在线教学的教学效果。专家认为在线

教学为特殊时期的补充手段，体现了现代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和灵活性，适用

于特殊情况，突飞猛进的学科发展的信息交流以及让学生尽抉、及时和纵观



当前国内外与学科发展的新辅助手段，更适合小班学习与互动。而根据医学

及其相关学科特点，为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可以适当增加在线直播，师生

互动可能更活跃；临床课程可增加 PBL,以增加互动性及学生积极性，知识点

总结更易消化吸收；制定学生在线学习完成率在成绩考评中的比例的相关指

导性意见；适当增加拓展知识点，如思考题、专业进展性参考文献、网络链

接等内容；关注线上线下结合的特点，特别要注重线下面对面直接的亙动教

学、实践教学和临床教学。 

 

 

教学效果 

（四）首周在线教学学生评教情况汇总 

开学第一周，医学院向全部参与在线学习的学生发起《网络教学学生评价问卷》。

问卷采用不记名方式，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教学效果，广泛征求质量改进建

议。具体汇总如下： 

1. 参与调查问卷反馈的学生总体情况 本次问卷共收到学生反馈1474份， 

各年级学生及专业分布如图所示。各年级、各专业的学生都积极反馈了对第一周

在线教学的感受。 

 
年级分布                         专业分布 

 

2. 关于教学内容与课程资料 参与调查问卷的学生中，88.53%的学生认 



为在线教学的授课内容能够紧密结合教学大纲。82.16%的学生对线上教学教

师提供课程资料表示认可。也有学生反馈了部分课程资料的一些问题和建议：部

分录播视频的声音太小或声音效果不佳，建议改善录制效果；涉及专业名词的课

程视频希望可以提供字幕，并能够重点突出；视频中老师用激光笔指示屏幕时无

法显示光标；在线教材图片像素不高，清晰度不够，期待能使用纸质版的教材。 

 

        
授课内容紧密结合大纲目标       线上教学教师提供课程资料 

 

3. 关于教学态度 84.6%的学生认为授课教师能够精心设计课程，对 

待授课态度严谨认真。85.28%的学生认为教师能够熟练完成在线教学。由此可

见，教师们的努力亦得到绝大部分学生的认可。 

 

       

教师精心设计课程，严谨认真             教师讲课时的熟练程度 

 

4. 关于教学组织与教学方法 78.02%的学生认为教师能够比较好地组 

织、管理与控制课堂。76.05%的学生认为教师能够熟练使用线上平台各类

工具。74.83%的学生认为教师注重课堂教学方法。但是仍有约四分之一的

学生认为教师在这些方面有待改进和提升。重点反馈的建议包括：适当结合

直播教学；提前开放课程，方便学生预习；减少不同平台工具间的切换；

减少不必要的签到形式等。 



     

对课堂的组织、管理与控制               教师线上平台各类工具应用 

 

 

           

教师注重课堂教学方法 

5. 关于互动与交流  只有58.21%的学生认为与教师之间能够进行良好的 

交流和互动。这提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交流和互动的方式方法，如

适当结合直播教学；提前开放课程，方便预习和课前准备；通知、思考和讨论题

等尽量在课前或者课后统一发布，避免观看视频与讨论同时进行产生干扰；避免

强制性加分互动与交流等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的效率。 

 

与教师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6. 关于教学效果 74.02%的学生认为能够掌握教师讲述的内容要点。有 

学生表示，教师录制的视频“干货满满”，线上录播课可以自己控制听课节奏，

不会错过知识点，不懂的可以重复听，也方便上课遇到问题的时候及时查找相关



资料，有利于自主学习。从学生反馈意见的整理可以看出，影响教学效果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类网络平台技术支持有待改进；二是过多强调互动

与签到，互动交流有延迟；三是不同平台间频繁切换；四是部分课程知识量过多

学生还未很好适应。 

 
 能掌握教师讲述的内容要点 

 

在线教学的探索还在路上，老师和学生们分别由讲台和教室走向网络平台，

对双方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医学院将对第一周在线教学质量报告中反映的问题

进行深度分析和汇总，及时反馈给各学院及任课教师，以进一步加强教学信息化

改革与实践，精细管理服务，改善后续教学运行，以确保在线教学质量持续改进，

并为与线下教学的无缝衔接做好充分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