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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teaching mode has chang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teaching in computer 
science courses and takes the course Web Design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online teaching mode suitable for the new situ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teaching analysis and design, teaching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teaching	background,	it	elaborates	on	using	scientific	methods	and	practical	teaching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online teaching in computer science courses,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work. Online teaching model is still 
in the near sta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ur teaching work,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birth of this teaching model is both a challenge 
and	an	opportunity.	We	should	have	firm	confidence	and	be	a	good	practitioner	of	teaching	reform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and	a	good	
guide	for	students	to	lear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knowledg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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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形势下计算机专业课程线上教学方法研究——以
《网页设计》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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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形势下，教学模式发生了改变，论文通过分析计算机专业课程线上教学特点，以《网页设计》课程为例，从教学分析与
设计、教学开发与实施和教学评价三个方面研究适合新形势下的线上教学模式，结合实际教学背景，阐述以科学的方法、
切实可行的教学策略以提高计算机专业课程线上教学效果，保障线上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线上教学模式依然在近阶段伴
随着中国教学工作的开展，新形势下诞生的这种教学模式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要坚定信心，以积极心态做好教学变革
的践行者，做好学生线上学好科学文化知识的导向者。

关键词

计算机专业课程；教学方法；网页设计

【作者简介】戴柯昕（2002-），女，中国陕西渭南人， 

从事网页设计研究。

1�新形势下教学模式的转变�

多年来，在“科教兴国”的教育方针指导下，中国的

信息化教学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也为新形势下教学模式的转

变奠定了可操作性的基础。但由于线上教学模式缺乏指导性

经验，教学形式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同时相较于传统的线下

教学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1�教学方式的转变与传统教学方式完全不同
教师上课前要熟悉线上教学环境和教学资源的使用方

法，同时要制定好线上教学计划才能确保教学环节的有效开

展，教学过程中，教师还需要对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效果

进行有效监督并能与学生通过网络教学平台互动。传统教学

模式下，教师通常只需准备好课件和教案即可开展教学活

动，而线上教学却要求教师不单要准备好教学内容和课件，

还要完成教学视频的录制、习题和作业的发布与收集、进行

线上考勤与线上互动等操作，而这些工作对于习惯了传统教

学模式和缺乏信息技术操作能力的老师而言是很难适应和

转变的。

1.2�线上教学对教学管理增加了难度
由于线上教学环境所限，师生之间无法面对面交流，

教学互动只能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所以教师难以实时掌握学

生的听课状态，无法及时观察学生的神情反应获得直观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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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反馈。同时一部分师生可能对网络教学平台的操作不熟悉

影响了教学活动的进行，导致教学互动环节无法有效开展。

另外，教学管理人员难以实时监控授课教师的教学活动，对

教学活动中存在的问题难以及时发现。

1.3�线上教学提高了网络服务质量的要求
教师在进行线上教学时，诸如课件的发布、线上考勤

与答疑等教学环节的实现必然要依靠网络提供服务，因此，

网络服务质量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线上教学的实施，网速、

网络负载量等因素决定着网络服务的稳定性，若在教学过程

中，出现网络掉线、页面卡顿等现象势必影响整个教学效果。

因此，线上教学的实施必然依靠网络运营商提供高质量、高

稳定性的网络服务。

2�《网页设计》课程线上教学模式设计�

本课程侧重于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和职业素养的

提升，上机实践占比大，要求学生掌握网页设计过程和网页

的测试与发布等操作，以前的线下教学是在实训机房进行讲

授和实践教学，学生可以上机操作。随着教学模式发生了改

变，学生无法上机实操，如何利用网络教育资源完成《网页

设计》课程的线上教学无疑给广大计算机专业课教师提出了

新的挑战。

2.1�教学分析与设计
在开展线上教学前，应做好学情分析，对学生具备的

知识与技能、是否有混合式学习经验、是否有专业软件或设

备、是否已下载或安装教学平台 APP、网络环境情况等问

题进行课前调研。另外，教师还应做好线上教学资源的分类，

并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对教学任务、知识点、课程大纲、教学

活动等方面进行设计，在划分知识点时，要注意知识的碎片

化，区分开哪些知识需要图文资源学习，哪些知识需要观看

视频教学，哪些知识需要直播演示操作过程，哪些知识需要

学生参与互动。教学活动的设计可以从线上教学模式活动和

师生同步互动教学活动两个方面进行设计。其中，线上教学

模式活动主要是在网页、移动端完成在线学习，学生参与的

教学活动可以设计包括自主观看视频和记笔记、完成视频测

试题、完成章节测试题、讨论区提交学习疑问和回答问题等

环节，教师利用平台数据对学生的学习动态进行监督。而师

生同步互动教学活动的设计可以利用网络教学资源以直播

形式进行面对面沟通，教师可以将学生进行分组，学生可以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小组汇报与讨论，组织拓冰游戏和小组间

的辩论赛，教师可以设置情景模拟并进行课堂讲授、发布阶

段性教学任务并鼓励学生进行小组互评等形式调动学生线

上学习的积极性。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

应将课程思政融入教学设计中，《网页设计》这门课的思政

教学可以将家国情怀融入网页设计元素中，鼓励学生利用设

计的网页及掌握的信息技术手段宣传家乡文化、国家文化，

使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收获了自信和成就感，提高了民

族自信心。

2.2�教学开发与实施
线上教学，教师应熟练掌握网络资源的使用。目前诸

如超星、MOOC、云课堂、钉钉、QQ 直播等教学平台应运

而生，通常这些大型教育平台也都提供了许多免费的优秀教

学资源，其中也包括计算机专业课程内容，教师在授课过程

中可以借鉴这些资源，同时也可以自行录制教学视频，录制

视频的软件有多种，可以使用 PPT 录制功能进行录制。也

可以采用 EV 视频录制软件进行录制。

从课程特点和教学实践出发，笔者在具体的教学实施

中，采用了超星学习通 +MOOC 中国大学慕课 + 腾讯会议 +

微信群师生互动的翻转课堂模式进行线上授课。具体进行如

下教学实施环节：

①教师在授课前将教学课件、教学资源、作业任务等

内容发布到超星学习通，学生在超星平台可以去完成课件内

容的学习、作业、考勤和观看视频教学资源等学习环节。

②采用腾讯会议直播形式授课时，要求学生开启视频，

可以实时监控学生听课态度，通过语音点名、语音回答问题，

语音讨论等多种方式完成师生间的教学互动。同时，实践操

作环节可以分享屏幕，远程邀请学生分步骤演示操作过程，

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以分组形式，师生间共同配合通过屏

幕共享完成项目任务。

③课后问题的咨询，教师可以通过班级 QQ 群、微信

群进行问题答疑，学生作业通过超星学习通、云课堂进行收

集，教师可以线上批改作业，线上指导，定时在线答疑等形

式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有效地保障了教学互动

的质量。

④通过专网 VPN，让学生通过输入账号、密码访问校

内网上考试服务系统，登录系统后，在系统设定的规定时间

内完成线上考试，学生进行考试过程中，教师端后台可以查

看学生答卷的进度，考试系统可以设定随机组题和答题方式

充分保证了学生答卷的独立性。学生提交试卷后，教师可以

班级为单位创建答题文件压缩包并可进行下载，方便阅卷。

2.3�教学评价
设置线上教学模式的教学评价指标，是检验在线教学

质量的重要方法。根据线上教学模式特点和教学目标以及学

生成效目标，设定教学评价体系可以从准备阶段、实施阶段

和结束阶段三个时间段进行评价。

2.3.1 准备阶段的评价
此阶段评价的目的主要是完成对教师教学目标设计、

学生学习准备情况和教学资源的准备等方面是否满足线上

教学标准。评价主体可以为教学督导、教师群体、学生，可

以根据评价目标在校内教学平台设置问卷调查、上传教学检

查文件等形式，教学专家通过平台检查教师的教学准备资料

文件，教师可对教学准备工作自评自测，学生可对课程和教

学形式向教师提出建议。通过准备阶段的评价，教学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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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判出教学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优化教学管理策略，以便授

课教师改善教学形式和合理运用教学资源、教学手段更好地

进行线上教学。

2.3.2 实施阶段的评价
此阶段评价的目的主要是对教师授课过程中教学环节、

教学方法、教师资源使用、学生学习状态等方面进行评价。

教师应在授课过程中合理使用网络资源和授课平台，引导学

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参与度，讲授内容条理清

晰，重点、难点突出，针对专业课特点，突出操作环节，并

鼓励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在总结问题经验时掌握学习内容。

评价的主体可以是教学管理者、教学督导专家、教师同行、

学生。教学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教学平台加入教师授课班级群

进行线上听课指导，是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指正，帮

助教师提高教学质量，面向学生的测评可以分阶段以调查问

卷的形式进行，教学管理人员和教师通过平台可以查看评价

结果，以便改善教学过程中的不足之处。

2.3.3 结束阶段的评价 
此阶段评价的目的主要是对教学资源的使用率、课程

安排合理化、考核方式的合理性、学生的学习成效、改进措

施等方面进行评价。评价的主体依然可以为教学管理者、教

学督导专家、教师同行、学生。教师可以对教学完成情况进

行总结分析，开展自评分析，撰写总结报告。通过全面的问

卷调查和抽样测评结果，教师可以多角度了解学生的学习体

会，获得宝贵的反馈意见，有针对性地改善日后的教学方法。

通过对指标数据图的分析和教师的自评分析，教学管理者可

以查看线上教学模式的运行效果，检验教学成效。以此为依

据，为下学期的教学工作计划做准备。线上教学评价体系应

体现出及时性和有效性，能够有利于教师根据实际情况及时

调整教学工作。首先，教学内容要安排合理，讲授、操作演示、

课堂练习所占比例科学分配，教学资源应尽量地丰富多彩，

侧重专业课的可操作性特点。其次，教学方法的设计应该更

有针对性，能够突出教学互动环节，能够有效地激励学生主

动学习，让学生乐于参与其中。最后，教师要重视对学生学

习情况的反馈，教师可通过线上教学的知识点进行一个调研

或者测验，根据结果，有目的地重点辅导突破，配合实施一

些有拓展性的知识提升活动。 

3�结语

虽然在信息化教学高速发展的今天，线上教学已不是

一个新形式，但是在新形势下，线上教学的模式和特点也在

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对于大部分缺少线上教学经验的老师

来说仍然是个不小的挑战，新的教学方式、教学手段需要在

信息化的牵引下进行重构。授课教师需要根据线上授课模式

特点结合课程标准设计教学方案、评价体系，融合多元教学

主体和教学方式。借助教育平台的数据分析功能，对教师、

学生的课堂行为记录进行分析整理。目前，经专家分析，鉴

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我们还需继续做好线上教学的准

备，因此，对线上教学的研究依然有必要性，我们要汲取经

验，优化教学策略，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广大教学工作者必

然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履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怀着

满腔热情、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线上教学中，积极与学生

互动，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让学生真正喜欢上线上教学，喜

欢上《网页设计》课程，并在教学实施中，不断尝试新的网

络教学平台工具的使用，努力把线上教学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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