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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0 春实践类教学工作预案的指导意见

各院（系）、教学部、有关职能部处：

当前，疫情仍然严峻复杂，仍处于积极防控不松劲的攻

坚阶段，在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高校开学日期尚

难以确定，延迟开学状态继续延续。在校区首周网络课堂教

学工作有序开展基础上，做好 2020 春实践类教学规划，制

定稳妥可行的工作预案已排上日程。实践类教学是强化理论

知识理解与提高动手能力、解决问题与创新能力的关键环

节，在人才培养的全局工作占有特殊重要位置。

以完成学期预定实践教学任务为目标，根据校区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校领导党政联席会工作要求和有关精神，

按照《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关于调整 2020 年春季学期教

学工作安排的通知》，并结合疫情发展下的校区最新实际，

特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疫情期间开展实践教学难度大，开学后集中开展实践教

学压力大，要发扬“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精神，尽可能降

低疫情带来的影响与冲击。

1.遵循实事求是原则

由于实践教学要求动手操作的真实性与特殊性，疫情对

实践教学带来不利影响难以避免。要在尊重客观实际的情况

下，积极开拓思路、勇于创新举措，把疫情对实践教学开展

的质量影响降到最低。

2.坚定依靠广大教师

紧紧依靠广大教师的育人力量与聪明才智，引导与动员

一线任课教师在做好网络课程教学的前提下，把时间与精力

逐步向实践教学开展上进行转移，推进有利于形成共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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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群力的工作局面。

3.发扬一线首创精神

鼓励教师加大创新力度，在寻找“等价开展”上下功夫、

出实招，发挥教师的主体性和创造力，引导与指导教师按照

“一课一案”思路做好实践教学预案，学院（系、部）在资

源配置、条件支撑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索以提供保障。

二、当前工作与预案思路

在无上位文件、要求与指导意见的情况下，结合实际情

况，积极主动、大胆创新地提出预案思路。

1.开展调查研究，摸透情况

任课教师要做好“两手准备”，即延期开学后集中开展

和疫情期间通过网络开展。任课教师要亲自摸清吃透情况—

—对课程实验、课程设计的学时、场地环境、班次安排等迅

速掌握第一手材料——评估正式开学后如若（近似）集中开

展所需要的时间安排与场地安排，尽量做到精准掌握；同时

要积极寻找可能的网络实践替代资源或环境或等价方式，做

好网络开展的预案，便于创新开展线上实践教学。

各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负责人与工作人员，要亲自认

真盘点本单位实践教学资源，特别是要对最大承载量、最长

工作时间、最强人员配置、最优集中服务等做出评估，尽早

报告给本单位领导并向老师们公布，做到“早谋划、早测算、

早知晓、早准备”。

2.做好预判分析，精准施策

课程实验与课程设计继续采用“一课一案”思路，任课

教师要深入考虑每次每天实践内容及特征，认真进行谋划设

计，尽全力做到精准施策，统筹线上线下等多种创新形式落

实授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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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校内实习实训等，由教学单位组织负责教师与骨干

力量进行集中谋划，鼓励创新替代形式，多措并举地开展，

尽可能提前做出安排，为师生开展实施预留充裕时间。

毕业设计采用“一生一策”思路，各单位组织教师落实

导师负责制，并对导师的指导工作进行检查与督促指导。对

于确实需要更换题目、调整内容、变更方法的，要在导师的

同意下由本单位进行集中备案以备检查。

3.加强联合攻关，全面规划

全院(系、部)形成“一盘棋”，做到“统一推进谋划、

统一组织研究、统一资源配置、统一形成预案”。各单位要

组建实践教学领导工作组，由一把手牵头负责，集中优势力

量，加强联合攻关，提出可行可落地的实践教学预案，确保

实践与理论教学协同进行、相互促进，在克服困难中完成各

项教学任务。

三、科学谋划与预案指导

要针对学科专业特征，深入考虑实践教学的目标达成方

式，特别是要着重考虑每个实践教学的内在独特性，针对性

地区别对待。在鼓励任课教师充分利用面向全国高校免费开

放的在线实验课程资源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基础上，进

一步加大探索力度，提出针对性强、落地可行的预案。
表 1 实践教学预案指导

序号 实践教学工作 预案内容 开展方式(可组合)

0
参照上位文件，考虑适当降
低实验实践环节学分要求
或学分互换等

由教务处给出方案，请教
学指导委员会把关，之后
报送到校领导党政联席会
审批

需要接到上级文件通知方可执行

下述预案中，均认为不占用“夏季小学期”、暑期不延期不缩减、毕业
不延期；附件 1 给出了 2020 春季学期教学周次

要求学院（系、部）在疫情期间，尽可能按照原定教学计划创新进行实践教
学开展，既是维持原定计划，也是新探索，更是为了避免开学后都“集中开
展”而形成“扎堆”堵点，即要为开学后原定任务和应急任务“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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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学返校后集中开展校内

实践——“硬件类实验
可先视频培训（现场
演示），然后返校后
复练真正做”

院(系、部)依据学期内剩
余有效时间、实践场地等
资源和条件进行研判，制
定基本方案报教务处审批

院(系、部)要按照延期时间长度，做
好开学返校后集中开展实践教学的整体性
统筹：
(1)若延迟开学至3月中旬(即3月16日)，
本单位最大可完成多少校内实践？
(2)若延迟开学至3月中下旬(即 3月 23日
或 3 月 30 日)，本单位最大可完成多少校
内实践？
(3)若延迟开学至 4 月初，本单位最大可完
成多少校内实践？

只有这样，才能决定当前需要有多少
规模的实践教学量必须要进行“等价性”
开展。
(0)集中式开展方式 0

【特别重要提醒】考虑到学生返校后
集中开展会“扎堆”，特别是遇到天
气热、事情多等问题。特对集中开展
实验、课程设计提出如下要求：
(1)疫情期间，通过网络方式指导学生学习

实践原理、内容、基本流程与要求等(这在

传统实践教学中，也是占有学时的)，可借

助当前理论课程网络教学方式进行开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0959632)
(2)返校后进行“紧凑式”集中实践，实践

时间要可酌情缩减，例如，以往 4 个学时

的课程实验，可以缩减为 2—3 个学时。

2 课程实验

任课教师完善“一课一
案”，提出可行的执行方
案，尽全力做到“等价开
展”

(1)在线资源方式 A——利用在线实验课
程资源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
①实验空间—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
台:http://www.ilab-x.com/
②“实验楼”: https://www.shiyanlou.com/
③ 科 明 365VR 教 学 云 平 台 :
www.keming365.com
④本学科、专业、课程的网络版实践资源
(需要搜索网络资源)

(2)远程指导方式 B
①先下发实验指导书、实验内容和任务要
求、视频等
②对于单纯软件程序类实验，教师可通过
网络指导的方式进行开展
③个别具备原有网络开展条件的实验，可
通过校外 VPN 方式进行登录校园网方式
开展

(3)软件仿真方式 C
①向学生发送可实现实验内容仿真的软
件，提出实验要求，由学生完成仿真
②将单次实验或多次实验设计为仿真形
式，由学生自行进行仿真完成（利用现成
或可寻找的软件模块，或者自行编制程序）

(4)“演示+讨论+总结”方式 D
①先下发实验指导书、实验内容和任务要
求、视频等
②由课程组拍摄校内实验过程，共享视频

http://www.keming36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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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学 生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0959632);
③到了真正的实验/课设时间，由任课教师
负责讲解，讨论或演示等进行远程指导学
习，并要求学生进行实验总结

(5)综合评述方式 E
①以“报告大作业”形式完成对特定实践
教学相关内容的综合评述

(6)MOOC 方式 F
①开展相近 MOOC 内容的自主性学习与某
种形式考核(MOOC 自带考核或报告考核)
(7)其他等价方式 G

3 课程设计
任课教师完善“一课一
案”，提出可行的执行方
案

参考课程实验预案指导

4 毕业设计（论文）

(1)需要仪器设备支持的
毕业设计（论文），可提
高理论研究与仿真验证的
比重
(2)确实需要更换题目与
变更内容的，经导师评估
同意后，进行本单位备案
待检查

指导教师远程指导
教学单位检查督导

5 校外实习实训等

首先要与实习企业单位做
好沟通，得知对方在疫情
期间的可能支持，或者在
疫情结束后的可能支持

考虑如下两种特殊方式：
（8）“网上远程实习”方式 H
①实习企业提供网络实习环境（如果企业
具备相关条件）
②或者提供类似“网上展厅”的方式供学
生进行登录学习
（9）企业实习视频 I
①企业提供实习内容相关视频等资源
（10）参考课程实验预案指导

四、进度安排与相关要求

承担课程实验、课程设计与毕业设计的教师基于自身实

际，认真考虑本单位实践教学资源，采用“一课一案”的方

式进行设计（见附件 2），按时向本单位提交具体安排。学

院（系、部）在掌握本单位实践教学资源基础上，加强整体

规划，做好系统设计，评估教师提交的安排是否妥当，综合

统筹后形成解决方案。

关于校内外实习实践教学，由学院（系、部）立足实际

进行潜心谋划与精心设计（见附件 3），做出切实可行的具

体安排。

最终，各学院（系、部）形成本单位实践教学的“一揽

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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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时间节点 工作内容安排

1

3月 12 日

(周四)

结束前

任课教师向本单位提交实验、课程设计与毕业设

计的“一课一案”安排

2

3月 15 日

(周日)

结束前

（1）完成全面摸底，掌握实际情况：各院系部

统计本教学单位 2020 春季学期课程实验、课程设

计、毕业设计情况，据此指导教师做好设计

（2）加强组织领导，全面协调部署：特别做好

与本单位实验教学中心、教师的沟通，做好资源

承载量的评估

（3）全面评估衡量，确保切实可行：对任课教

师提交的“一课一案”安排进行检查、调整，形

成解决方案，并对校内外实习实践教学做出系统

安排，最终提出本单位“一揽子”方案

3

3月 16 日

(周一)

结束前

各单位将课程实验、课程设计实践教学汇总表(附

件 2)提交至教务处

4

3月 18 日

(周三)

结束前

各单位将校内外实习实训实践类教学安排(附件

3)提交至教务处

重要提醒：由于无法确定具体开学时间，因此所做出的安排

一定要注意如下两点：

（1）底线思维——确定最晚启动开展时间，即本单位课程

实验、课程设计以及实习最晚何时开始启动，否则在 2020

春季学期内无法完成预定实践教学任务；

（2）科学思维——在（1）确定的时间之前，鼓励教师尽快

尽早启动实践教学，为全面完成和应对可能的突发与异常情

况留有回旋余地，避免“最后集中扎堆开展”形成堵点。

五、加强统筹与协调工作

教务处要站在校区高质量人才培养的高度，着重开展各

项工作的统筹，发挥牵头、推动的协调作用，提供必要的指

导、帮扶，在政策、制度、要求上做好支持，带领学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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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克服困难，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共克时艰、共渡难关。

各学院（系、部）要进一步凝聚本单位教师员工，激发

潜在力量，从教师、课程组、教研室、系、党支部、实验教

学中心(实验室)、教授会等层面建立起推动实践教学创新开

展的战线，做好实践教学的网络开展、软件开展、自学开展

等创新谋划，尽早提出本单位实践教学的综合解决方案。

教务处等部门要与各教学单位加强沟通联系，确保双向

交流顺畅，在积极探讨商议中提出创新举措，在勇于担责中

突破常规，按照难事特办、急事急办的思路，协同做好配合

工作。要不定期召开交流会议，对一般性、公共性安排举措

进行确认，对开展难度大、条件差的实践教学进行集中会商，

合力提出解决办法，确保校区实践教学工作落地执行。

“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摆在面前的暂时困难

就是工作职责，坚持“人民战争、总体战”，科学谋划、精

准施策，战胜疫情的春天即将到来！

未尽事宜，可联系进行咨询沟通：

教务处——张老师（13792731275）；

——杨老师（18663137692）。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2020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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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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课教师)《实践教学“一课一案”统计汇总表》

附件 3: 《学院(系、部)实习实训实践类教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