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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网络教学如期高质量开展的

通知

自 2 月 6 日校区做出关于调整 2020 年春季学期教学工

作安排和 2020 年春季学期教师开展信息化网络教学决定，

以及下发《校区应对疫情影响开展信息化网络教学实施方

案》以来，教务、学工、网络中心等机构更加积极行动起来，

特别是各学院（系、部）和老师们迅即响应，以高度负责的

育人精神，以“延迟到校、按时开课”为目标，紧扣各项任

务节点，全力按照 2 月 24 日(周一)为起点的原定教学计划

奋力准备，全力确保校区网络教学部署顺利落实，有效保障

每节网络课堂教学高质量，全校上下共同奋战在保证疫情防

控期间教学进度、教学质量和教学秩序平稳运行的最前线。

为确保 2 月 24 日如期开展网络教学，根据校区 2 月 18

日校领导党政联席会工作要求和精神，现将各有关工作进一

步梳理和落实，做到抓小抓细抓实抓落地。

一、强化首日网络课堂教学准备工作落地

按照 2 月 24 日（周一）作为第一天网络教学的起点，

各行政与教学单位要充分做好各项摸排(摸透摸准)与落地

工作，及时解决发现的各类问题，全力确保首日网络课堂教

学工作落地。
表 1 确保 24 日如期开展网络教学各单位责任分工

序号 时间节点 问题、任务与措施 教务处 学工处 学院（系、部）、授课教师 网络中心

1
22 日结
束前

成立校区与学院层面工作组
牵头成立校区工

作组
参与

学院（系、部）要成立工作组，
一组或多组均可：
①院长担任组长(亲自挂帅主
抓)，优选配强负责教师参加，
辅导员、教学秘书全面参与
②书记牵头成立纪律检查组

以“稳定安全”
为目标要求，
检 查 校 园 网
络，排除风险，
及 时 治 理 隐
患，重点做好
并发高峰时段
的网络运行保
障；

2
20 日—
23 日

学生网络学习软硬件条件保障 协调 摸排到位

做好 160 人有网络学习困难学
生的帮扶，可为本院(系、部)
特殊困难学生进行一个月的手
机流量充值

3 20 日— 课程建群 检查 确保全部建立 确保全部建立，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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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

4
20 日—
23 日

辅导员老师进群 检查
辅导员老师进入课
程群中

督促、要求

5
20 日—
23 日

通知到每一位学生24日(周一)正
式开始网络教学

检查

通知 24 日开始网
络教学，要求学生
及时加入到课程班
级群中

督促、要求

6
20 日—
23 日

学生是否已经全部进群，是否已
经收到授课教师共享的电子教学
材料

检查 确保“一个不少” 督促、要求

7
20 日—
23 日

课程群内教学班配置学生助教或
课代表（可从班委中挑选），做
好与辅导员和任课教师的沟通

检查
每个课程群内都要
配置，可适当多个
群配置人员相同

督促、要求

8
20 日—
23 日

通知24日(周一)上课教师做好授
课准备

检查
确保不漏掉任何一位教师，不
出现教学事故

9
20 日—
23 日

授课教师将课程电子教学材料进
行共享（PPT\电子版教材\相关
(微课)视频\习题\作业\教学日
历）

检查 督促
确保每门课程群内上传有供学
生学习的电子材料

10
20 日—
23 日

授课教师是否在群内与学生进行
交流，通告课程教学基本安排

检查 掌握、提醒
确保师生双方建立沟通关系，
及时传达课程教学安排

11
20 日—
23 日

授课教师授课地点 掌握 掌握
首选居家，若来到办公室要做
到有效隔离，避免聚集

密切关注校园
网（含网络教
学平台）运行
情况，及时与
教师沟通，提
供技术支持，
及时解决校园
网出现的问题

12
20 日—
23 日

授课教师提前做好网络授课方式
的测试

检查 配合 督促、要求

13
20 日—
23 日

校区领导听课

设计校领导加入
网络课程听课安
排(要注意不同
网络授课方式)

听候配合 全力配合

14
20 日—
23 日

校区督导组听课
设计校区督导专
家组加入网络课
程听课安排

听候配合 主力配合

15
20 日—
23 日

学院（系、部）督导组听课 检查 听候配合
设计学院督导组加入网络课程
听课安排(要注意不同网络授
课方式)

16
20 日—
23 日

网络技术障碍 及时多方协调 听候配合
及时帮助教师解决授课工具/
软件在配置与使用上的困难

二、强化首周网络课堂教学工作有序开展

要在做好 24 日首次网络教学开展的基础上，快速总结

经验、巩固良好成果，延长时间线至首周末。教务部门要组

织做好校区整体网络教学的评估工作，及时发现问题，找准

解决办法，选树典型、推广复用；学院（系、部）要全面对

本单位网络教学进行深入总结，做出分类性评价，形成本单

位层面改进办法；任课教师要对自身授课方式组合与教学实

施情况进行客观评价，特别是要听取学生反馈情况，做到针

对性强的改进，进一步提高教学成效。全校上下要齐心协力，

做好平稳推进网络教学至第二周末、第三周末等全面准备，

坚决做到“疫情不退、我们不退”，推进网络教学向着更加

稳定、成熟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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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首月网络课堂教学形成平稳态势

在前续基础上，各单位要加强全力配合以保持网络教学

的稳步开展，形成平稳态势。同时，根据疫情实际发展情况，

要充分制定好延迟开学推迟到四周(一个月)以上的应对工

作，以预案的形式开展有关重点工作的谋划与准备，避免引

发 2020 春季与夏季学期教学出现严重问题。
表 2 针对特殊工作的预案

序号 特殊工作 预案内容 重点关注

1

要提前考虑课程测验、考试情况，
做到课程全学期“一盘棋”，注重
疫情结束后有实体课堂教学的衔
接

学院根据实际情况提
出基本方案报教务处

网络教学与实体课堂
教学有效衔接

2
疫情持续不退，则要求老师确保网
络教学能够一直顺利开展下去

教师进行全学期网络
教学设计，行政部门
与学院(系、部)确保
网络教学平稳开展

网络测验、考试实施
方式

3
160 名困难学生（现状、需求、效
果）

学院（系、部）“认
领”本单位学生，按
照“一生一策”实施
特殊照顾

手机流量充值、教师
有针对性的课程与学
业指导、心里纾解等

4 学生返校后，仍无法进入教室上课 继续实施网络教学
做好校园网承载量激
增准备

5
（学校确定开学报到日期后）学生
申请延期到校

无特殊理由不接受延
期到校，否则依据《学
生手册》处理

甄别特殊情况

6 湖北晚来学生、隔离学生 (1)处于开展网络教
学期间，则接受网络
教学
(2)处于课堂教学期
间，由班级同学做好
课堂教师视频录制，
共享给隔离学生

结对子，建立好“一
帮一”机制7 湖北籍学生返校后隔离 14 天

8 学生返校后出现疑似症状
迅速上报，由学校立
即开展处理

要对返校学生进行每
日密切观察、体温测
量等

四、压实工作责任要求履行教书育人职责

相关行政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工作的紧迫性、重要性与严

肃性，要坚决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全面

投入到抗击疫情对教学影响的阻击战保卫战之中，进一步深

入做好整体谋划，打好提前量、把握主动权，科学谋划、精

准施策，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以对师生高度负责的态度

和攻坚克难的勇气精神，“变阻击战为出击战”，提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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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能力与体系建设，扎实做好每一项工作。

各学院（系、部）要切实扛起教学与人才培养的主体责

任，紧抓问题不放松、紧盯到人不松懈，创新工作举措，充

分发挥本单位行政班子、教授会、教学指导委员会、督导组

、教学带头人、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党支部等骨干作用，团

结带领本单位师生员工打好网络课堂教学保卫战，要让每名

教师与每名学生在每一节网络课堂教学中感受到关心与服

务，真正做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工”，

确保教学质量与学习成效不降低。

授课教师要坚决服从校区与学院（系、部）的领导与工

作部署要求，将“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学习与发展成效驱动”

的理念落实到网络教学中，把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心理关怀

与知识传授有机结合起来，帮助学生在树立战胜疫情的信心

中提升网络学习能力，在增强专业本领的过程中感受到教师

的关心关爱，锤炼强大心理素质，收获高质量学习成效。

万众一心加油干,越是艰险越向前！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2020 年 2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