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学院教学节

系列一：疫情期间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促进学生自主和深度学

习，提高本科教学质量。

2020 年春节，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给节日披上了灰色的上衣，

面对疫情，全国上下一心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教育学院根据

教育部、湖北省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通知和“湖北文

理学院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教学工作的通知”精神，遵循“停课不

停学”的总原则，切实落实学校第一次教学工作例会的工作布置和党

委副书记王为一讲话的“四个确保”精神，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充分

发挥专业优势，有效保证了线上教学质量。

1、组织团队编写教师教学工作指南和学生学习指南，为提高教

学工作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组织各系中心，通过任务清单的方式帮助教师更好的理解并完成

各项教学工作任务，按年级汇编学习指南，帮助学生更清晰的了解学

习任务目标，合理规划时间，完成学习任务。

2、教学管理团队有效组织各项教学检查督导，充分发挥在调研

督查、分析评价、指导帮扶、建议反馈和参谋咨询等方面的作用，有

效保证教学质量。

督建

制定调查问卷，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条件。编制了学生线上学习

条件信息收集表，全院共回收 707 名学生在线学习信息，涵盖了本学

期有在线学习任务的全体同学。在保障教师课程平台信息安全的基础

上，做好课程资源建设情况检查工作。检查组教师分别登录学习通、

中国大学慕课等教学平台查阅课程资源建设情况，包括 PPT、教学大

纲、学生学习任务计划、讨论主题、测试试题、教学视频等学习资源

是否准备齐全并上传至平台。

督教

（1）分阶段有针对性的开展教学督导检查，切实保障线上教学

质量。



开课第一周：检查教学平台运行情况。教学督导组主要任务是深

入各课程平台看课、听课，每天及时与各班学习委员取得联系，听取

并收集学生在线上学习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为后期调整教学工作做

好调研。正常运行后：检查教师教学任务落实情况。登陆平台检查了

资源更新情况、学生学习情况、作业批阅情况，还调研学生的在线学

习感受和学习效果。经检查我院大部分课程都严格按照学校文件精神

和教学大纲的要求以及每周细化的教学任务，保质保量的完后了教学

任务。

（2）督促任课教师提前发布教学任务。

统筹协调年级各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与任课教师沟通，每周周日

以前汇总下周班级各门课程的学习任务清单，统筹规划，发布给学生。

确保学习任务总量要适度，既不能过多，也要避免太少，确保有效教

学。

（3）落实线上听课看课制度

督导随机线上听课，及时反馈听课信息，监督和引导教师保证线

上教学质量。本学期，每位督导教师线上听课次数不低于 20门次，

累计 80门次，覆盖了所有专业和年级的线上教学课程。

督学

（1）检查学生在线学习的数据统计，及时反馈，督促学生在线

学习。教学督导每单周检查一次平台学生学习的数据，及时反馈到任

课教师和教学班主任，班主任积极协助教师引导学生学习。指导学生

做好疫情期间的学习计划，关心学生身心健康，鼓励学生共克时艰，

完成每周学习任务。

（2）召开学生座谈会和班会，及时了解学生诉求

督导联合各系分专业召开学生座谈会和班会，及时了解学生在线

学生中遇到的问题，并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逐一梳理、分类整理、认

真总结，及时反馈，尽力解决同学们学习中的困难与困惑，努力为同

学们的学习创设更好的学习环境。

3、聘请疫情期间期教学班主任，为学生在线学习及居家身心健

康保驾护航。



学院聘请疫情期间教学班主任，每周协助周学习任务，同时随时

关注学生心理问题，及时做好心理辅导。期中检查期间，班主任组织

主题班会，进一步了解同学们疫情期间居家学习状况、交流好的学习

经验和方法、提高同学们居家学习积极性。



4、“课程思政”是永恒的主题，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做好学生

成长的引路人。

教师教育中心在开课前就与学前教育系一起联合向教师发起加

强疫情期间心理辅导的倡议，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结合学生居家

学习、生活等方面开展心理辅导，全体教师积极响应，全面贯彻落实

课程思政，教书育人紧密结合。窦刚老师在教学中提出居家学习应该

注意的几点建议；古丽孜娜老师在教学中发起“谈谈自己与家人一起

抗击疫情的做法”讨论；李国毅老师要求学生学会“自主、自立、学

会独处、学会思考”，结合课程内容，要求师范生居家练习钢笔字，

把“逆行者”事迹抄写作为“三笔字”练习内容，把充满正能量的志

愿者行动报告作为语言训练内容，这样，既保证了技能的训练，又弘

扬了正气。

5、积极推广教学经验，召开教学研讨会，分享上课心得，总结

推广在线教学典型教师、团队及经验。

徐微：以学为中心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载体的特点进行适当调整，需要教师更加

注重以学为中心，选择教师引导下的学生自主学习教学方式，关注学

生在学习、学生的学习是真学习。要想办法调动学生参与学习，充分

利用教学资源平台开展多种互动。完全的在线教学虽然是疫情之下的

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教学方式，但它仍需指向教学目标，要完成知识目

标、能力目标、育人目标。线下授课，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能实现实

时、有效的互动，具有在线教学不可替代的优势。

张莎莎：“任务驱动—自主学习—集中答疑—巩固作业”教学模

式

课前编写《幼儿园课程论》、《学前教育政策法规》学生在线学

习手册，帮助学生顺利开展在线学习，提前一周在学习通上布置任务

引导学生有目的地预习。课中通过话题讨论、问题的方式重点串讲学

生学习中的难点和重点，课后通过作业巩固知识。形成了“慕课+学

习通+腾讯课堂+QQ 课程群”的线上教学模式，提前一周通过“学习

通发布消息+QQ 课程群”两种途径布置课程任务，以问题与话题讨论

为导入，“腾讯课程+QQ 群”线上集中答疑，课后布置作业及时反馈

学生作业中存在的问题等，形成“任务导向—自主学习—重点讨论—

集中答疑—作业与反馈”的学习机制。

杨芳：课程资源建设要与时俱进

学习通上的课程资源在前期已经建好，由于当时的视频资源是在

录播教室录制的，每个视频的时长大都在 40分钟左右。在线教育中，

学生要像上课一样，坐在那看 40 分钟的视频是比较困难的。所以，

在开课前，修改课件，将课程视频资源全部重新录制，按照章节内容，

以知识点为单位，将视频的长度控制在 10分钟左右，让整个课程知

识结

童雷：任务驱动，课堂翻转

线上学习也需要组织一定的同步教学活动，传统课堂的老师讲学

生听很难让学生在线上保持热情，线上的教学活动应该侧重思想引

领、答疑解惑，或者像翻转课堂一样在线上教学活动中让学生做作业

做项目（特别是布置一些小组合作的作业项目），教师可以随时解决

学生在做作业或做项目中的问题，把知识的学习放在异步学习时段。



我在课程线上教学过程中每次均布置作业或项目要求学生当场完成。

熊德明：签到见面，师生共克疫情教学难题

坚持每周安排时间弹性错峰签到学生互动，线上质疑解难，让学

生感觉师生时刻在一起，学习不再孤单。尽管受疫情影响，在线教学

师生互动不是很方便，尤其是不能像面授那样师生情感互动，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但在师生共同努力下，顺利完成本课程大纲

要求的所有内容，达到了预期教学目标，学生在线学习成绩很理想，

根据学习通平台自动生成的成绩看，90%多的学生在线学习成绩达到

满分。

冯广国：互帮互学，'云“小组助力线上教学

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家受疫情影响无法回到教室与老师面对面互

动交流上课，但网络授课的方式丝毫不影响我们对新知识的学习。为

了更好的完成线上课程任务，和同学们积极探索新的学习方法。班级

在学习中分了多个'云“小组，每组人数不定，组内成员积极开展学

习研讨，互相帮助解决课程难点，完成预习复习任务；上课过程中遇

到不懂的问题也都能通过'云“小组及时询问并获得解答。在'云“小

组中，同学们在每天上课前、作业提交截止前都会互相提醒。

系列二：人才培养成绩喜人

（1）多举措做好学生学业辅导，助力学生发展

表 1 教育学院近三届学生升学、出国情况

教育学院 2018-2020 届学生升学、出国统计表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性别 报到证签往单位名称

1 2014120116 罗丽萍 学前教育学 女 云南师范大学

2 2014127109 杨艳丽 学前教育学 女 华中师范大学

3 2014127111 赵菲叶 学前教育学 女 扬州大学

4 2014127113 张雪凡 学前教育学 女 广州大学

5 2014127117 李宝平 学前教育学 女 山东师范大学



6 2014127123 龚艺旋 学前教育学 女 宁波大学

7 2014127131 白云飞 学前教育学 女 吉林师范大学

8 2014127135 韦玉萌 学前教育学 女 天津师范大学

9 2016527006 刘笑兰 学前教育学 女 安徽师范大学

10 2016527001 徐菲 学前教育学 女
Singapore,The Rap Community

Foundation

11 2016527003 钟亚海 学前教育学 女
Singapore,The Rap Community

Foundation

12 2016527009 王娅颖 学前教育学 女
Singapore,The Rap Community

Foundation

13 2016527015 孙傲 学前教育学 女
Singapore,The Rap Community

Foundation

14 2016527016 董双双 学前教育学 女
Singapore,The Rap Community

Foundation

15 2016527018 逯玉丹 学前教育学 女
Singapore,The Rap Community

Foundation

16 2016527020 张蜀君 学前教育学 女
Singapore,The Rap Community

Foundation

17 2014127116 王璐瑶 学前教育学 女
Singapore,The Rap Community

Foundation

18 2014127130 张宗旭 学前教育学 女
Singapore,The Rap Community

Foundation

19 2014127133 饶舜禹 学前教育学 女
Singapore,The Rap Community

Foundation

20 2017527020 罗英嫚 学前教育学 女 中南民族大学

21 2015108161 沈玉涵 教育技术学 女 东北师范大学

22 2015108142 陈凯霞 教育技术学 女 湖北大学

23 2015127122 冯守荣 学前教育学 女 中南民族大学

24 2015124011 李美佳 学前教育学 女 武汉体育学院

25 2015127121 雷晓染 学前教育学 女 福建师范大学

26 2015127146 胡珊 学前教育学 女 安徽师范大学

27 2015127110 曾淑琴 学前教育学 女 浙江师范大学

28 2015127115 胡旭祎 学前教育学 女 福建师范大学

29 2015113122 石潺湲 学前教育学 女 北京理工大学

30 2015127131 钱丝雨 学前教育学 女 华南师范大学



31 2015127109 任雪琴 学前教育学 女 长江大学

32 2017527036 杨书清 学前教育学 女
Singapore,The Rap Community

Foundation

33 2016108208 毛章玉 教育技术学 女 上海师范大学

34 2016127202 韩双玉 学前教育学 女 湖北大学

35 2016123204 黄心想 学前教育学 男 武汉理工大学

36 2016127203 刘宝娟 学前教育学 女 湖南师范大学

37 2016127251 肖琴 学前教育学 女 中南民族大学

38 2016108139 曾琳 教育技术学 女 贵州师范大学

（2）多途径支持学生学科竞赛，已形成优势特色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参加第九届“华文杯”全国师范学前教育赛事

获得 2 项二等奖、7 项三等奖。

表 2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学科竞赛获奖情况

竞赛名称 竞赛级别
学生参赛的作品

或项目等名称
获奖情况 获奖学生

学生所在

年级

第九届“华文杯”全

国师范学前教育教学

活动设计能力测试

国家级

《美丽的苗族服

饰》（教学活动设

计）

二等奖 龙悦
学前教育学

2016 级

第九届“华文杯”全

国师范学前教育教学

活动设计能力测试

国家级
《梵高的星空》（教

学活动设计）
二等奖 高鑫

学前教育学

2016 级

第九届“华文杯”全

国师范学前教育教学

活动设计能力测试

国家级
《小虫子，向前冲》

（教学活动设计）
三等奖 刘启瑞

学前教育学

2018 级

第九届“华文杯”全

国师范学前教育教学

活动设计能力测试

国家级
《一起游襄阳》（教

学活动设计）
三等奖 李文静

学前教育学

2016 级

第九届“华文杯”全

国师范学前教育教学

活动设计能力测试

国家级
《我要救出佩奇》

（教学活动设计）
三等奖 张一鸣

学前教育学

2018 级

第九届“华文杯”全

国师范学前教育教学

活动设计能力测试

国家级

《美丽的苗族服

饰》（教学能力测

试）

三等奖 龙悦
学前教育学

2016 级

第九届“华文杯”全

国师范学前教育教学
国家级

《小虫子，向前冲》

（教学能力测试）
三等奖 刘启瑞

学前教育学

2018 级



活动设计能力测试

第九届“华文杯”全

国师范学前教育教学

活动设计能力测试

国家级
《一起游襄阳》（教

学能力测试）
三等奖 李文静

学前教育学

2016 级

第九届“华文杯”全

国师范学前教育教学

活动设计能力测试

国家级
《我要救出佩奇》

（教学能力测试）
三等奖 张一鸣

学前教育学

2018 级

“赛教结合，以赛促教促学”，成绩喜人。教育技术系结合 2020

年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开展教学，用比赛激励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在省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一等奖 8名，二等奖 22项，三等奖 37

项（其中指导学前教育学生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3 项）

推荐进入国赛 11项。（我校共获一等奖 10项，二等奖 34项，三等

奖 81项，推荐进入国赛 15项）

表 3 教育技术学专业学生学科竞赛获奖情况

序号 竞赛级别
学生参赛的作品或项目等

名称

获奖情

况

获奖学生

(按排名先

后列出)

学生所在年

级

首席指导

教师

1 国家级 《风从哪里来》 二等奖
蔡鑫、周灿、

周瑜

教育技术学

2016 级
张臣文

2 国家级 《循环应用之兔子繁殖问题》 二等奖
赵娅、李海

林、孙伟

教育技术学

2016 级
郝峰

3 国家级 《庖丁解牛》 三等奖
杨莎莉、尤

帆、袁恬

教育技术学

2016 级
肖凡、杨芳

4 国家级 《佩奇学小数》 三等奖
耿小蝶、曹

秋萌、张敏

教育技术学

2016 级
蒋蜀鄂

5 国家级 《信息可视化学分管理平台》 三等奖
杨建飞、蒋

顺、何锡浩

教育技术学

2016 级
童雷

6 国家级 《不曾见面的朋友》 三等奖

袁凯悦、吴

清许、苏玲

芳

教育技术学

2016 级
戴俊凯

7 国家级 《食物中的营养》 三等奖
廖青青、陈

玉华

教育技术学

2016 级
汪家宝

8 国家级 《深海 Deep sea》 三等奖

朱紫薇、万

松松、王雨

欣

教育技术学

2016 级

童雷、单玉

刚

9 国家级
《Beeline—便携式机械设备

制造辅助计算器》
三等奖

周瑜、赵朱

珠、赵富帅

教育技术学

2016 级
杨芳、肖凡



10 国家级 《源物》 三等奖
覃启侠、覃

晓青、杨玲

教育技术学

2016 级
郝峰

11 国家级 《海洋卫士》 三等奖
曾小燕、黄

锋琴、曾琳

教育技术学

2016 级
戴俊凯

12 国家级 《现实与理想》 三等奖

刘洋春、李

琼英、陈桂

桂

教育技术学

2016 级
张臣文

13 国家级 《它的病，你的病》 三等奖

陈冬巧、毛

章玉、黄金

云

教育技术学

2016 级
张臣文

14 国家级 《听见“它”的声音》 三等奖
周灿、黄洋、

蔡鑫

教育技术学

2016 级
汪家宝

15 国家级 《月色灯山--元宵节》 三等奖
耿小蝶、张

敏、曹秋萌

教育技术学

2016 级
郝峰

16 国家级 《纸绣中华》 优秀奖
谭玲波、熊

丹、王聪慧

教育技术学

2016 级
张臣文

（3）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第二课堂活动，成效显著

举办学前教育专业奥尔夫技能大赛和舞蹈大赛，体现当代大学生

的精神面貌，锻炼了同学们的知识能力的掌握和应变能力。

奥尔夫大赛



舞蹈大赛



学前教育开展专业技能强化授课，提升同学们粉笔字技能的同时,

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开展幼儿玩教具创新制作比赛，培养创新能力，增强团队协作意

识，切实掌握幼儿玩教具制作的相关方法和技巧，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为日后的职业生涯奠定良好的基础。



教育技术学开展微课试讲培训，通过让学生试讲进行自我诊断，

发现不足，进一步提升学生微课讲授的生动性、吸引力、亲和力。



系列三：专业建设颇有成效

1.学前教育专业成功申报湖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学前教育专业认证有序推进

2019 年 8月 23-26 日张莎莎老师和樊文汉老师赴重庆师范大学

进行专业认证的学习。

2019 年 10 月 21 日，教育学院组织学前教育专业认证主要负责

人去黄冈师范学院考察学习。



2020 年 4月，教育学院全体教职工正式返校，集中精力攻克专

业认证各项工作。



2020 年 8月 12 日，教育学院组织召开学前教育专业认证专家指

导筹备会。



2020 年 8月 16 日，教育学院开展了学前教育专业预认证工作，

邀请校外专家来院指导专业认证工作，查看了认证相关材料，提出了

具体的改进意见。目前，学前教育专业认证已进入最后阶段，正在不

断打磨细节，准备迎接专家团队的入校检验。

3.重视教研教改，积极组织申报一流课程。

2019 年度湖北文理学院一流本科课程立项建设课程一览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课程类型 开课学院

1 学前教育学 刘天娥 线下课程 教育学院

2 教学系统设计 杨芳 线下课程 教育学院

湖北文理学院 2020 年优秀课程教案拟获奖名单

序号 课程名称 所在学院 课程负责人 获奖等级

1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院 谢岭 二等奖

2 学前儿童观察与评价 教育学院 徐微 三等奖

3 教学系统设计 教育学院 杨芳 三等奖

系列四：服务地方，助推基础教育发展

8月 1日至 8月 20日期间，教育学院承办了“国培计划(2020)”

——幼师国培 B011 项目、“省培计划（2020）”——“市县语委干

部能力培训”项目、“国培计划(2020)”——中西部项目“新教师入

职培训项目”，内含 A014 初中地理、A017 中小学信息技术、A025 初

中语文、A036 中小学信息技术等 4 个子项目，来自湖北省各地的 601

名中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及语委干部分别参加了相关项目的培训，

培训效果良好，得到了学员的一致好评。





国培得到学员们一致好评


	（1）多举措做好学生学业辅导，助力学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