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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校园教学的指导意见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疫情

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复工复产复学正

在稳步进行。经过校区上下的共同付出，特别是广大教师按

照“延迟到校、按时开课”要求，制定“一课一案”，在“云

端传播哈工大声音”“线上展示哈工大功夫”，保证了校区

网络教学顺利开展并持续保持良好态势，有力保障了教学计

划的顺利开展，同时为学生返校学习奠定了坚实基础。

根据疫情逐渐得到有效控制的现实情况，学生返校学习

成为摆在当前的重大任务。为了做好线上与线下的有效接

续，确保网络教学向校园教学的平稳过渡，实现预定工作目

标，特提出关于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校园教学的指导意见。

一、总体目标

立足疫情防控常态化现实，把学生返校作为划分 2020

春季学期教学工作重点阶段进行考虑，按照“校外校内平

稳过渡、线上线下无缝衔接、理论实践有序推进”的总体思

路，将网络在线教学模式向包含混合式教学和实体课堂教学

在内的校园教学模式进行迁移，做好返校后的课程教学有序

衔接，推进各类实践教学接续开展，保障毕业设计（论文）

如期进行，全力构建与疫情防控常态化相适应的教学与人才

培养机制，实现年度教学总体目标。
备注

“校园教学”

指学生返校后开展的教学，可能包括“一段时间内所有学生在校

园内的完全网络在线教学”、“绝大部分学生进入教室学习+小
部分学生无法进入教室而通过其他形式进行学习”、“全体学生

进入到教室学习”等多种情况。从教学模式上看，包括：①完全

网络在线教学（同前续）、②完全线下实体课堂教学、③线下实

体课堂教学为主+对小部分学生的录播或直播教学、④线上与线

下实体课堂结合的教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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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要求

（一）教学秩序不混乱

把“校外过渡到校内、线上转变为线下”作为基本要求，

教学管理与服务部门和各教学单位要高度重视、提前制定预

案、周密谋划部署、狠抓组织落实，扎实做好过渡期间的教

学组织、管理与服务工作，为实现有效衔接、顺利过渡提供

良好环境，确保教学计划如期进行、教学秩序平稳有序。

（二）做到学业不中断

在实现网络在线教学以多种方式与线下教学进行有效

衔接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各种特殊情况，采取必要措施，

确保因疫情影响而不能进入到课堂学习的学生学业不中断，

实现每门课程教学进程中不出现因疫情影响而导致学生无

法学习的现象，做到线上与线下“不落下一人”。

（三）实现质量不降低

要充分吸收线上教学取得的成功经验，实现网络教学与

实体课堂教学进行有效融合，继续积极发挥出线上教学优

势，勇于探索混合式教学模式，提升课程整体质量。通过多

种方式评估课程教学成效，充分掌握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

情况，采用适当形式进行加强，确保整体教学质量不降低。

三、工作方案

（一）理论课程教学

针对学生返校后实际，将当前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多

种网络在线教学模式以适当的方式向校园教学模式进行转

换，确保质量不降低。表 1 集中给出了疫情期间网络在线教

学模式向学生返校后校园教学模式的过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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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网络在线教学模式过渡到返校后校园教学模式

疫情期间网络

在线教学模式
返校后校园教学模式

MOOC方式

（各类 SPOC教学）

继续开展线上 SPOC教学，同时实施校园教学

鼓励创新开展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

录播方式

（泛指有“录播方式”参
与的教学）

可停止录播方式教学，转为线下校园教学

鼓励结合网络教学优势创新开展实体课堂教学

直播方式

（泛指有“直播方式”参
与的教学）

可停止直播方式教学，转为线下校园教学

鼓励结合网络教学优势创新开展实体课堂教学

远程指导

（泛指有“远程指导”参
与的教学）

保留“课程网络共享空间”，继续作为师生进行交流讨

论的网络空间

1.实体课堂教学

授课教师要对前期网络在线教学整体成效进行评估，切

实做好学生返校后的第一课，借助阶段性复习、课堂测验、

辅导答疑、期中考试、补课等多种形式提升学生学习成效，

制定合理计划实现课程教学质量不低于传统教学，实现预期

目标达成。

特别指出

特殊情况
可能会存在学生返校后不能立即进入到教室集体上课情况，此情

况下要继续开展网络在线教学

2.特殊考虑问题

对于存在小部分学生因疫情影响不能参加实体课堂学

习情况，在开展实体课堂教学的同时要采用“同步直播”或

“异步录播”进行教学，为这些学生提供新的学习通道。

备注

“同步直播”

指授课教师在教室进行授课的同时，采用某种形式的直播设备进

行实时传播，将现场教学向因疫情影响不能进入课堂学习的学生

进行直播。

“异步录播”

指授课教师在教室进行授课的同时，采用某种形式的录播设备将

现场教学进行录制，课后将录制内容共享给因疫情影响不能进入

课堂学习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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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环节教学

疫情期间，课程实验、课程设计、实习实训按照《关于

做好 2020 春实践类教学工作预案的指导意见》进行推进。

对于疫情期间已经开展的课程实验、课程设计、生产实

习等实践环节教学，要充分考虑前期开展成效、剩余有效时

间、环境条件资源等因素，确定返校后开展形式。表 2 给出

了返校后实践教学基本开展方式。

表 2返校后实践环节教学基本开展方式

实践环节教学 返校后开展方式

课程实验

（含独立实验课程）

(由于特殊原因)若疫情期间没有开展，则学生返校后

要尽快开展，如果剩余有效时间紧张，可适度进行内容

重构缩减学时；

若疫情期间已经开展且尚未结束，则学生返校后要尽

快开展后续内容教学，原则上已经开展过的不再进行。

课程设计

实习

（含校内校外实习）

对于校内实习，学生返校后要尽快开展，如果剩余时

间紧张，可适度进行内容重构缩减学时；

对于校外实习，针对实际情况，可酌情安排在威海市

内进行，或请企业人员来校开展，或通过录制相关视频

资料等手段进行，必要时可通过内容重构缩减学时。

（三）毕业设计任务

以“质量标准不降低、毕业时间不推后”为目标要求，

依照哈工大和校区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各环节要求、

《关于做好 2020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意见》和《关

于做好 2020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工作的通知》，

按照正常进度和质量要求开展毕业设计(论文)工作。

四、具体安排

以学生返校为关键时间节点（附件 1 给出了 2020 春季

学期教学周次），预判不同返校时间并据此提前制定工作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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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统筹推进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和毕业设计等工作，圆满

完成 2020 春季学期各项教学任务。表 3 给出了具体安排。

表 3以学生返校为时间节点的工作安排

阶段 时间节点 工作内容安排

1
即日起——校区

发布学生返校日

期后 4日内

制定与优化各项工作预案：

教务处：①提供必要的“同步直播”与“异步录播”设
备，搭建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的教室授课环境；②协

调各部门各单位做好学生返校后的教学准备工作；③

做好补考、重修、排考、考试等基本教学事务，保障

基本教学秩序

学院（系、部）：组织教师制定“校园课程教学实

施预案”（见附件 2），提前做好学生返校后的准备工

作

授课教师：制定“校园课程教学实施预案”
网络中心：检修校园网软硬件资源，提供优质网络

环境

学工部门：摸排未能及时返校学生、返校后暂不能

进入课堂学习学生，与教务处和教学单位做好协同

2 校区发布学生返

校日期后 4日内
授课教师向本单位提交“校园课程教学实施预案”

3 校区发布学生返

校日期后 7日内

学院（系、部）完成本单位教师“校园课程教学实施

预案”可行性论证，提交论证结果（见附件 3）

4

学生返校后——

校区确定的可以

集中进入教室开

始上课的日期

可能会存在学生返校后不能立即进入到教室集体上

课情况，此情况下要继续开展网络在线教学

（即学生返校后，可能会有一段缓冲的时间后才可以

进入到教室课堂学习）

5
正式上课至春季

学期结束或至夏

季学期结束

集中开展理论课程教学、实践环节教学，推进毕业设

计（论文），保证顺利完成全部教学任务

五、工作要求

1.教务处做好保障与协调工作

教务处要集中开展教学楼设备设施运行状况检查，对故

障与问题进行处理；同时增设必要的软硬件条件，支持部分

课程教室内授课的“同步直播”或“异步录播”，全力做好

疫情常态化防控下校园教室内课堂教学授课环境的保障支

撑工作，提供良好的授课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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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与学工部门和教学单位的沟通，协同处理好不能进

入教室内上课学生的学习情况，确保这部分学生能够可持续

进行课程学习，做到学业不中断。
特别指出

特殊情况
充分考虑并做好准备，为不能进入到教室学习的学生提供“同步

直播”或“异步录播”，确保课程学习可持续。

2.院(系、部)做好组织与支持工作

针对最新教学进展，院（系、部）要组织本单位授课教

师认真做好校园课程教学预案制定工作，重点针对如下工

作内容进行考虑。

（1）做好学生毕业工作

落实学校对 2016 级毕业生毕业工作的整体部署，以专

业为单位组织开展毕业工作，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终期

检查与结题验收，实施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答辩，统计毕

业成绩，收集毕业资料。

组织开展毕业生的离校手续办理工作，在各项事务办

理上提供便利、方便操作，为毕业生及时、安全毕业带来

高效保障。

（2）做好课程学习保障

1）组织教师总结评估前期网络教学情况，对标课程

教学大纲，对学生的学习成效进行摸底

2）受限于网络、计算机硬件等条件限制，对于课程

内容学习没有参与或掌握不理想的学生，实施帮扶措施

3）对于课程部分内容，学生普遍反映学习结果较差

的情况，开展针对性的提升

4）未能及时返校的学生，或返校后不能及时进入到

教室学习的学生，提供及时的课程学习保障服务

5）未能如期进行的实践环节教学，创新开展形式实施
特别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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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

①网络在线教学中，课程学习成效较差情况

②“（身处疫区）未能返校”或“返校后未能进入教室学习的学生”
③按计划应该开展但尚未开展的实践教学

以确保学生完成学业和将疫情对学习成效影响降至最

低为目标考虑，院（系、部）要开展如下工作：

（3）做好系列考试工作

1）补考组织工作，完成 2019秋季学期不及格或缓考学

生的补考，基于考试成绩及时统计学分，更新总学分；

2）正考组织工作，完成 2020春季学期考试类课程的线

下考试工作，以及延迟一定时间后进行的补考工作，统计成

绩、更新学分。

（3）做好实践教学工作

评估疫情期间网络方式开展实践教学的成效，对于距离

目标与要求差距较大的实践教学任务，要组织安排进行必要

的补做，将前期远程虚拟实践进行实物操作层面的映射，达

成实践教学人才培养目标。

（4）做好网络教学总结

开展本单位疫情期间网络在线教学的总结，从落实要

求、准备情况、开展实施、创新特色、经验成效、问题不足

等方面进行梳理，重点发掘成功与创新做法，凝练优势收获，

找出问题差距，形成推动后续开展教学的良好指导。

3.授课教师做好预案制定工作

在学院（系、部）的组织下，授课教师要结合自身课程

实际，认真细致地制定“校园课程教学实施预案”，实现网

络教学向校园教学的顺利过渡。预案制定过程中，要认真梳

理所讲授课程的在线教学情况，开展与学生的沟通（交流讨

论、问卷调查、班级汇总学习情况提交等），对学生普遍反

映没有掌握的章节、知识点，要采用适当的形式（集中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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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补课等）进行加强。
特别指出

特殊情况

①摸清摸透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情况，据此决定开展有针对性

的提升计划

②“（身处疫区）未能返校”或“返校后未能进入教室学习的学生”
③按计划应该开展但尚未开展的实践教学

4.学工部门做好排查协同工作

学工部门要充分掌握学生的返校情况，及时梳理出“不

能如期返校学生”，特别要排查“对于因疫情影响返校后仍

不能参加实体课堂学习的学生”等特殊情况，积极与教务处

和教学单位做好沟通，协同做好学生返校后的学习工作。
特别指出

特殊情况

及时、准确掌握“（身处疫区）未能返校”或“返校后未能进入教

室学习的学生”名单，与教务处和学院（系、部）做好沟通与协

同工作，确保特殊学生的课程学习不中断。

5.网络中心保障好校园网运行

网络中心要进一步优化校园网运行，充分考虑到学生返

校后，师生短期内需要大面积集中开展网络在线教学的特殊

情况以及带来的对网络正常运行的需求。
特别指出

特殊情况

考虑到返校后，学生暂不能集中进入到教室进行学习，仍采用网

络在线学习的情况下，计算校园网络的有效承载量，提前制定相

关预案。

6.广大学子做好返校学习准备

请广大学子及时关注通知，做好安全返校准备，认真细

心地制定“从家门到校门”的返校安排。如面临返校乘车、入

校、进入教室等特殊困难，请及时与所在院系、辅导员、授

课教师进行联系，校区将积极协助解决。
特别指出

特殊情况

返校后，在班委的组织下，同学们要及时与辅导员和授课教师进

行沟通，协助授课教师，积极创新举措，采用恰当的形式，帮助

“（身处疫区）未能返校”或“返校后未能进入教室学习的同学”
及时获取课堂教学内容，尽同窗之情，展同学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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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各单位和部门要担起教学与人才培养主责，把“以学

生学习和发展为中心”理念和“三全育人”工作落实到特殊时

期重点工作和关键任务上，让关心关怀关爱遍布网络与校

园，合力打赢校区教学保卫战！

未尽事宜，可联系进行咨询沟通：

教务处——张老师（13792731275）；

学工处——杨老师（18615169899）；

网络中心——陈老师（18660319150）。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2020年 4月 15日

附件 1: 2020春季学期教学周次

周次 日期 周次 日期

1 2月 24日(周一)—3月 01日(周日) 10 4月 27日(周一)—5月 03日(周日)

2 3月 2日(周一)—3月 08日(周日) 11 5月 04日(周一)—5月 10日(周日)

3 3月 9日(周一)—3月 15日(周日) 12 5月 11日(周一)—5月 17日(周日)

4 3月 16日(周一)—3月 22日(周日) 13 5月 18日(周一)—5月 24日(周日)

5 3月 23日(周一)—3月 29日(周日) 14 5月 25日(周一)—5月 31日(周日)

6 3月 30日(周一)—4月 05日(周日) 15 6月 01日(周一)—6月 07日(周日)

7 4月 6日(周一)—4月 12日(周日) 16 6月 08日(周一)—6月 14日(周日)

8 4月 13日(周一)—4月 19日(周日) 17 6月 15日(周一)—6月 21日(周日)

9 4月 20日(周一)—4月 26日(周日) 18 6月 22日(周一)—6月 28日(周日)

附件 2: （教师）“校园课程教学(含课程配套实验)实施预案”

附件 3: （院系部）“校园课程教学实施预案”论证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