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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与案例分享之文法学院专题

发挥课程思政功能，提高在线教学水平

夺取抗疫与教学双胜利

人文与法律学院本学期全院共开设 140 个理论课堂，其中学校通识课堂 44

个，在线教学平台及方式运用中，有 26 个课程以学堂在线为主；99 个课程采用

河工云课堂；15 个课程采用中国大学慕课，此外，多数课堂还备用了微信、腾

讯会议、QQ 等多种方式，确保在线教学顺利进行。同时，加强组织，强化价值

引领，鼓励引导学生在抗疫中坚持学习，面对全民抗疫和在线教学两个“战场”，

全院师生同心，互帮互助，实现两个“战场”双胜利。

一、学校通识课：价值引领、加强组织

根据学校通识课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强化教学中发挥课程思政

的价值引领作用，结合疫情时期的实际，加强教学组织工作。《经史子集概论》

课程负责人赵淑华老师和《社会发展与当代中国》课程负责人霍宏霞老师在河工

云课堂上分别建设包含 15 个课堂 1140 名学生和 10 名教师、23 个课堂 2050 名

学生和 13 名老师在内的大课程平台，各个教师根据授课情况再组建个别课程，

这样方便统一通知与个别通知相结合，可以共享资料，方便了师生互动沟通。

1.《经史子集概论》：翻开墨香寻经典，传承薪火化育人

学院共有 10 名教师承担《经史子集概论》课程，本学期开设 15 个合班课堂，

涉及 10 余个专业共 1140 名学生。课程充分发挥课程思政价值引领作用，结合历

史材料，面对当前全民抗疫的斗争，引发同学思索讨论为什么抚今追昔中华民族

永远不屈不挠，再大的灾难都吓不倒中国人民，课程采用组合上课模式，充分使

用网络课堂带来的方便快捷互动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除了课程负责人在河工云课堂上建立大课程平台外，各位老师按照经、史、

子、集四部分分别建立自己所承担的所有授课班级在内的专门课程（经部、史部、

子部、集部），使用线上线下结合模式，建设自己在线授课所需的文字资料、课

件、音频、视频等资料，设置了讨论、阅读、答题等互动环节，老师们通力合作，

有条不紊进行在线教学，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学习，课堂讨论等，收到良好效果。

教学团队精心设计、细致组织，以优秀文化鼓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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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 1《经史子集概论》课程概要

组图 2 学生《经史子集概论》课程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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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 3 赵淑华老师进行《经史子集概论》授课及相关材料

现代教学手段演绎古典史诗，激发生学学习兴趣

组图 4 贾清老师授课

2.《社会发展与当代中国》：当代中国伟大成就证成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课程设置法治中国、文化自信、生态文明、经济科技等多个模块，围绕坚定

“四个自信”的主题，向 23 个合班课堂，来自于经管、材料、海洋、化工、建

筑、设计等专业的 2050 名学生开展多学科、多视角的价值引领性教育。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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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学院、图书馆、马克思主义学院等 13 名教师参与了教学工作。除了课程负

责人在河工云课堂上建立大课程平台外，各模块负责教师根据本课程团队的情况

建立各自特色的师生联系方式，其中，文化、法治和环境模块从周一至周五建立

每日微信群，辅助河工云课堂平台，开展师生交流，通过微信语音、腾讯会议、

录播视频等方式辅导学生学习，此外，经济科技模块还采取在线直播方式分工辅

导学生学习。

法治、文化和环境模块充分发挥课程思政作用，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确保学

生及时参与课程的学习，鼓励引导学生自主学习。首先，授课教师将课程使用的

PPT、课程录音全部上传至学习平台，供同学们反复学习交流；其次，上课前学

生到河工云课堂中签到、获取学习任务、通过相关材料开始自学；再次，授课教

师通过直播解释课程或者在周一到周五的学习讨论群中讨论；最后，学生回到河

工云课堂反馈学习心得或完成相关作业。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文化法治与环境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自信

组图 5 教师授课和学生听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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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科技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

经济科技模块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发挥课程思政作用，引导学生在抗疫中不

忘学习，知行合一，细致把握每一个教学环节，以实际教学工作感染学生积极投

入自主学习之中。具体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多人分担，服务到位，4名教师分

担 23 个头的课程，做到每头建群，精准教学，采用学生使用普遍的 QQ 软件，教

师 24 小时在线，学生的问题都能及时得到解决，其主要效果是沟通顺畅，答疑

即时；二是多种在线教学系统同时运用,多而不杂，采取建立 QQ 家校群的方式，

QQ 使用广泛性和即时性的特点，发布在学习通签到通知，签到后回到群内收看

老师上课直播，课后发布群作业，并在在群内答疑解惑，其主要效果是真正做到

直播顺畅，课堂把控力强，互动性佳；三是录制课程，有备无患，录制了课程，

以备不时之需，发挥录课方便回放查阅的优点，方便了学生的同时也缓解了教师

压力，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灵活性。

组图 6 教师授课操作界面

组图 7 王晶等各位教师正在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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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理论课：环节完整、提高技术

专业理论课坚持迈好四步、打牢基础。一是课前把资料传到平台并提示学生

课前查收；二是做好在线或其他方式授课或者交流；三是提示学生完成平台作业

或者反馈学习心得；四是对学生的心得表达和作业予以及时回应。同时，各位老

师加强技术学习，实现多式交流，熟练驾驭课程采用的教学平台/工具，通过良

好的总体课程设计，为学生在课程中提供及时指导，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1.《法理学》：平台音频视频、课堂课前课后，让法理学接地气

《法理学》是法学专业的基础课程，本课程运用了学习通、腾讯会议、微信

群来授课，推荐学生学习大学慕课等其他高校相关课程学习。鉴于法理学较为抽

象，本学期法理学课程进修了改革，迈向部门法理学、迈向案例法理学、迈向实

践法理学。努力让法理学不抽象，让法理学接地气，尤其是开展法理学课程思政

教育功能，激发大家结合具体现实，探讨实践中的、生活中的法理，有助于部门

法学习，有助于从“法理”角度思考实践案例和社会事件。

组图 8《法理学》李燕涛老师授课、学生听课及笔记情况

2.《中国法律史》：传统笔记现代笔记，笔记传播法律文化

《中国法律史》课程主要运用了云课堂在线学习平台，加上自制资源进行学

习。本案例的特色是充分发挥课程思政功能，调动学生上课的积极性，把课程内

容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联系起来，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结合教材、

学习通上的课件以及腾迅会议的实时讲解，并通过微信群进行补充交流，这样的

安排受到学生的大力欢迎，有人在课堂的现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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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 9《中国法律史》闫文博老师授课、学生听课及学习笔记

3.《国学要籍》：品读经典，文化传薪

同步课堂过程中使用各种方式与学生互动，如主题讨论、抢答、白板等增强

课堂的活跃性，并特别注意以课堂群聊方式即问即答，有效保证学生的参与度和

积极性。课后学生问题则通过微信解答。学生互动频繁，留言互动积极踊跃，教

学效果非常好。同时，把课程思政工作有机融入课程中，教导学生继承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高度自省自觉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抗疫中不忘学习。

组图 10《国学要籍》牛景丽老师授课互动情况

4.《训诂学》：建造语言文字扁舟，搭乘腾讯云课堂，驶向传统文化彼岸

《训诂学》课主要利用学习通、腾讯会议等在线教学平台，通过录播、同步



8

课堂、在线直播等方式完成线教学过程。课前录制好速课，搜集与教学内容相关

的小视频上传到学习通软件，通过设置任务点、小测试等方式检验学生的预习进

度和效果；课中直播教学，学习通和腾讯会议上实施在线直播教学，讲解的过程

中，穿插着学习通软件上的课堂讨论、选人、抢答以及腾讯会议群的群讨论等互

动活动；注重课后学习效果检验及反馈，让学生在一定的时间内做完作业并及时

批改，查看学生学习的效果，通过微信等方式与学生进行反馈。此外，还通过微

信群上传其他学校经典教学案例的网址，让学生在课余时间观看，增加学生对于

训诂学这门课的认识，成为课堂内容教学的延伸。充分利用各种平台资源、教学

手段和在线教学工具，实现了对学生课前、课中和课后学习全面、充分的引导和

监督，尤其是充分发挥课程思政功能，教育学生增强疫情时期加强学习，在困难

中展示时代青年风采，极大地提高了在线教学的学习效果。

组图 11《训诂学》黄娜老师授课及互动情况

三、在线课程案例分享：厚积薄发，典型示范

1.《会计学》：自制视频资料全，混合教学有准备

本课程主讲教师王小春副教授在充分的自制视频准备的基础上，采取多种方

式，认真施教，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第一，《会计学》课程自制了全部教学视频

资源，并配套建设每节讲义、幻灯片、作业库等资源。教学视频根据知识点进行

录制完成，学生能通过反复观看教学视频更好吸收知识。第二，通过河工云课堂

平台，辅以课程微信群和百度网盘，设计课前问卷巩固、课中每节点测或讨论、

课尾抢答和随机点答、课后作业巩固，再加上课后一对一微信随时解答等途径帮

助学生在理解清楚每一知识点的基础上，做到真正掌握、灵活运用。第三，从课

中反馈、课后作业完成情况来看，学生学习积极性较高，整体掌握情况较好。

此外，将课程教学与现实抗疫相联系，抛砖引玉，增强教学现实感和责任感，

践行课程思政进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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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王小春老师授课图 图 13 自制《会计学》课程视频

组图 14《会计学》课堂问卷、点测、抢答和课后作业设计

2.《社会统计学》：发挥线上优势 引领统计思维

本课程主讲教师陈晓春副教授在扎实的线上线下教学基础上，进一步根据疫

情在线教学需要调整教学方式方法，取得良好教学效果。

第一，开课前，主讲教师就在河工云课堂建立本学期课程页，进行章节与课

程资源布局；开学后应对云课堂平台同步课堂网络拥挤，实施预案将网络课堂转

移到腾讯会议上进行同屏直播互动，同时采纳学习通辅助进行课前任务布置与通

知、课堂教学活动与记录、课后效果检测与反馈。

第二，考虑到线上课堂的优势（学生端音-屏近距离、教师端讲授可录制、

学习互动和反馈及时）与劣势（单人课堂少监督、屏幕学习易倦怠、远程交流难

形象），为确保课程逻辑紧密、学生便于自我评估和检验学习效果，教师对课程

教学思路和安排作出了以下调整：调整线下课堂以教材为依托的教学体系，从公

共管理专业领域高水平期刊中的量化论文的标准作业流程为线索组织社会统计

学的教学内容，确保学生每堂课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我检测，做到学以致用；

调整线下课程循序推进的教学进程，将社会统计学内容区分相对独立的三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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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难度上界定为 L1、L2、L3），通过统计知识和方法的递进教学，尤其是有

机融入课程思政工作，有意识的减轻学生对统计知识学习的压力感，逐步提升学

生的自我效能。

第三，邀请联席主持人参加线上课堂，从学习、职场、研究等视角为学生带

来社会统计学课程与学业、与生活、与职业等关联性的实践认知课堂。课程已邀

请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本专业 17 届校友）为学生就数据库建设、数据分

析等方面做心路历程的分享，学生反应效果很好。

组图 15 陈晓春老师授课及课程自制视频

组图 16 学生对《社会统计学》课程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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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 17《社会统计学》课程学生对在在线学习状态的自我评价

四、毕业论文：互学互助、共同提高

人文与法律学院 2020 春季学期开展毕业论文撰写的总计 324 名同学，其中

法学系 84 名、中文系 81 名、公共管理系 159 名。学院毕业论文与毕业实习及其

他实践教学紧密结合，在 2019 年秋季学期末，在毕业实习总结中，各系就完成

了毕业论文选题、师生对接等环节，本学期已完成了任务书下发，正在开展外文

翻译、前期报告等工作。疫情期间，学生在家完成文献综述、前期报告、外文翻

译、中期报告等文本处理等，老师通过腾讯会议、WeLink 云会议、微信视频、

qq 视频、电子邮箱等多种方式与学生沟通指导。论文撰写是对大学期间理论与

实践学习的综合检验，因此，论文撰写需要多文献资料、多方法手段、多知识能

力的综合使用，各位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紧密合作，相互学习，扎实开展论文

撰写工作。

组图 18 法学专业毕业论文任务书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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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 19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2016 级毕业论文选题汇总

组图 20 公共管理系学生进行毕业论文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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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习效果：师生同心，取得抗疫教学双胜利

全院教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面对 1100 多名学院专业学生以及

4000 名全校通识课学习学生，不断完善在线教学设计，发挥课程思政的价值引

领作用，鼓励学生积极主动适应疫情期间在线学习，广大学生也积极投入在线学

习中，服从教学安排，与老师密切配合，共同面对网络拥堵、交流不畅等困难，

认真学习，取得了良好效果。

组图 21《经史子集概论》课程学生学习反馈

组图 22《证券法》宋梅老师授课、学生听课及笔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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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 23《社会统计学》课程学生对在在线学习状态的自我评价

学院全体师生，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工具，开展了一系列学风建设

活动。“学在云端”主题班会，鼓励学生端正态度，刻苦学习；“最

美读书笔记”评选，激发学生阅读与做笔记的热情；“备忘录的一天”，

则勉励学生珍惜时间，不负光阴；“互帮互助，共渡难关”云小组的

建立，发挥了带动作用，以先进带后进；“师生同心，其利断金”云

答疑，助力师生共克难关。

组图 24“备忘录的一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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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 25 “最美读书笔记评选”活动

六、结语

面对疫情的挑战，文法学院师生同心，共克时艰，充分发挥课程思政的价值

引领作用，不断提高在线教学水平，在线教学高效运行，课程开出率 100%。尤

其是各位任课教师知行合一，坚持“心中有学生”的理念，与各位辅导员紧密配

合，用自己严谨的教学风格，引导学生抗疫和学习两不误，取得了良好教学效果。

今后，学院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坚定取得抗疫和学习两个“战场”必然

获胜的决心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