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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电磁场理论”课程的网络教学

方　捻
（上海大学 特种光纤与光接入网重点实验室，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摘要：本文主要总结了新冠疫情期间作者的“电磁场理论”课程在线教学经验。对比分析了录播和直播的优缺点后，选择录

播教学方式。基于超星网络教学平台，展示了录播网络教学的具体措施，包括网上答疑和学习效果检查以及在线批改作业

等。给出了网络教学可以为线下教学继续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为疫情结束后的正常教学提供了新的网络教学补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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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底，一场严重的新冠疫情突然袭来。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出于防疫需要，各大高校都把课堂
搬到了网络上，开展各种形式的在线教学。

上海大学的网上教学采用的是超星网络教学

平台。作者主要承担“电磁场理论”课程的教学。

作为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基础课之一，该课程的学习

对整个专业知识体系的构建起着重要的作用。然

而，这门课概念抽象，理论性强［１］，公式繁多又复

杂［２］。针对该课程特点，我们采取多种措施，以保

证教学效果。

１　录播与直播
网络教学主要的方式有两种，即录播与直播。

录播一般是把教学 ＰＰＴ提前放在网上教学平
台，让学生先自学，然后教师对每一章节的重点和

难点，录制微课视频进行讲解。微课视频就放在教

学平台上，播放时间由教师设定。采用录播方式，

教师需要提前录制视频，在教学上花费的时间更

多，但在上课时学生们观看微课视频期间，教师的

时间自由了，可以有更多的发挥空间。而且，录播

方式给学生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学习方式，他们可以

自己掌握视频的播放进度：基础较好，理解力强的

学生，学得比较快，可以加速播放视频；理解得慢的

学生，则可以边看视频边思考，可以暂停视频，待理

解了这部分内容之后再接着往下播放。课后或者

考试之前，如果需要，教师可以再次开放微课视频，

供学生复习时观看。

直播则依赖各种视频会议软件，教师像平时在

教室上课一样，现场讲解。直播的优势在于，教师

不必提前录制视频，节约时间，而且教师上课时可

以看到学生的影像，能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看到他们是否理解的表情等，而且，可以直接用语



音解答学生的疑问，但采取直播方式，跟在教室里

上课是一样的，无法兼顾到所有的学生，教师只能

按照一个进度去讲解。直播结束，教师就下课了，

学生不能再次聆听教师的讲解，除非他们自己录屏

教师的直播。

网络教学并不是要把课堂教学照搬到网上，越

接近课堂讲授模式越好，而是要尽量发挥网络教学

的独特优势。结合“电磁场理论”课程的特点，学

生学习需要一个渐进累积的理解过程，所以，我们

选择了录播方式。

２　录播网络教学
由于提前录制好了微课视频，上课时，教师反

倒解放了，但如果放任时间就这么溜走，则是巨大

的浪费。尽管超星平台可以在视频中做各种设置，

如设置任务点，防拖拽、防窗口切换等，来检查学生

是否认真地观看了微课视频，但这些都只是学习形

式上的检查，教师不能完全依赖教学平台，还是要

在上课时主动地掌握学生真正的学习效果。这方

面，我们主要采取三种措施。

２．１　网上答疑
录播方式上网课，上课时教师的主要任务之一

就是在线答疑了。在教学平台的讨论栏，教师可以

建立一个答疑的话题区，学生们观看过本次课的微

课视频后，有什么疑问，可以直接在区里提问，教师

通过回复进行解答，其他学生也可以参与回答，如

图１所示。为了保护学生的隐私，本文所有涉及到
学生姓名的图中都用矩形遮盖学生名字，只保留其

姓。上课期间可以提问，下课后如果有疑问，同样

可以在讨论栏提问。一般学生的疑问都可以很快

得到解答，但也有学生思考得比较深入，在课后进

行提问，教师抽空进行了多次解答，有学生直到第

７次对话，才终于理解了，如图２所示。

图１　上课时的网上答疑话题

图２　学生课后提问

在讨论栏建立答疑话题区的好处在于，班里所

有学生都可以看到讨论栏里提问的学生与教师的

对话，对其他学生也是一种很好的启发和学习，以

后复习相关知识点时，也可以回头来看看。为了方

便学生复习时察看，教师可以按照上课周次，把答

疑话题整理到相应目录下。学生需要查看哪次课

的答疑情况，只要到相应周次的答疑目录下查询，

节约学习时间。但总有个别学生喜欢通过超星教

学平台的学习通ａｐｐ私信向教师提问，但这种一对
一的答疑方式，只能解决一个学生的问题，遇到这

种情况，教师可以建议他们到讨论栏提问，或者把

他们与教师的私信内容贴到讨论栏的答疑话题下，

供其他学生学习。

２．２　学习效果检查
１）讨论话题的方式
除了网上答疑，我们还在讨论栏建立了一个学

习效果检查的话题区。教师通过这个话题区进行

提问，学生们可以同时回复该话题给出自己的解

答。这样教师就可以检查学生们的学习效果，及时

调整讲课的方式和进度，保证网课的教学效果。另

一方面，通过学习效果检查所提出的问题，告诉学

生们哪些问题是比较重要的，要掌握的，也即把本

节的重点和难点告诉了学生们，学得快的学生当场

就可以巩固这些知识点了，而且这些检查的题目下

课后仍然留在网课里边，学生们以后也可以查看这

些检查题目进行复习。学习效果、检查的问题是一

种很好的提示，即使有的学生不能及时掌握那么多

或那么快，无法当场回答检查的问题，但也知道应

该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学习了。

在讨论栏建立学习效果检查的话题区，教师提

问很方便，但不容易掌握到底哪些学生参与了随堂

检查的题目，需要进行手工统计。更大的问题是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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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对学生们不够友好，使用不便。因为很多学生

同时回答问题时，话题会一下子变得很长，其他学

生想回答时，很难找到教师的提问到底在哪里，如

图３所示。而且这样没有私密性，有可能有的学生
看到别人的答案之后也跟着复制一份上传，不能真

实反映学生掌握的情况。

图３　以讨论话题方式进行的随堂检查

２）发布作业的方式
我们还采取了在作业栏发布作业的方式进行

学习效果的检查。就是把这些检查的问题，作为一

个个的随堂作业发布给学生。超星平台会自动统

计学生提交作业的情况，包括已交作业名单和作业

提交时间，教师很方便就能掌握学生参与随堂检查

的情况。学得好的学生很快就能够解答，而学习困

难的学生就不能在课堂上完成了。所以，以发布作

业方式进行学习效果检查，能够及时反映学生们对

课堂知识的掌握情况。教师也可以方便地在线批

改学生的解答。而且，利用这种检查方式，题目的

形式还可以灵活多样，如可以采用判断题、选择题、

简答题等的形式，而对于讨论话题方式，则只能以

简答题形式出现。另外，平台还能显示作业发布和

截止的时间，而讨论话题方式是没办法控制检查时

间的。只是对于发布作业方式，教师在提问即布置

作业的时候，稍微麻烦一点，但这种方式的效果比

较好，还是值得去做的。如果感觉哪些章节内容比

较多，进度比较快，担心学生不能及时掌握，还可以

进行回顾性检查，这样也可以调整教学的进度。

为了方便学生们以后复习的时候查看随堂检

查的知识点，教师可以对每个随堂检查作业的标

题，按照每次上课时的周次进行编号，如图４中８．
５．３垂直极化波斜入射……，就是指第８周第５节
课的第３个随堂检查问题，也可以按照教材的章节
进行编号。尽管在讨论栏也可以进行整理，比如可

以建文件夹，把每一周的问题整理到一起，但是学

生们找起来还是不方便，因为回答和题目都在一

起，要跳过几十个学生的回答，去找下一个提问，还

是比较麻烦。

图４　以发布作业方式进行的随堂检查

从学生的角度看，以作业方式发布的随堂检查

问题，会以消息形式及时出现在学习通的群聊里，

班内学生都能看到，不容易漏做；另外，在电脑端的

教学平台的作业栏也能够看到。而且，每个学生可

以单独回答这个问题，不再像在讨论栏提问时，学

生要“爬很多阶楼梯”去找教师的提问，也不用担

心自己的解答可能被学生抄袭了。

３）随堂检查的内容
随堂检查的内容除了比较重要的知识点，还有

大家容易弄错的，比如矢量符号、点乘和叉乘以及

电流密度的概念等。一般情况下教师只有收缴了

学生作业并批改之后才知道哪些学生容易犯哪些

错误。现在，在课堂上进行随堂检查，比如要求学

生手写某个公式，然后拍照上传，当场就可以知道

哪些学生已经养成了写矢量符号的习惯，哪些学生

还没有。甚至可以把某个学生上传的错误的公式

作为一个随堂检查的题目，请大家帮他纠错，如图

５所示，比在课堂上强调多少遍要记住写矢量符号
给学生们的印象还要深。

图５　帮学生纠错

“电磁场理论”课程有很多相似的方程推导，

教师只需要讲解一个方程的推导，其余的留给学生

自己推导。比如在课堂上教师讲了电场强度的波

动方程的推导过程，磁场强度的波动方程，就可以

作为随堂检查，让学生自己推导出来，要求学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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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推导过程，拍照上传。这样学生上网课时不光是

看教师的视频讲解，还要亲自动动手。对于“电磁

场理论”而言，如果没有足够的动手机会，就很难

掌握那么多公式。

通过这些随堂检查，学生们的网课参与感很

强，所以他们也很配合，很积极地参与这些随堂检

查。但这样一来教师的工作量就很大，要批改很多

的随堂检查作业，所以，最好是配一个助教。

２．３　线上批改作业
学生们还像往常一样，在作业本上做好课后习

题作业，然后拍照上传到作业栏。教师或助教可以

立马对着上传作业的照片进行批改，批改结果保存

提交后，学生能马上看到自己的作业被批改的情

况。学生们刚刚做过这些作业，很快得到批改反

馈，有问题也能及时纠正。比传统的收缴作业本，

教师费力地带回办公室批改，等下次课再把作业带

回课堂发给学生，即方便，快捷，效果又好。

３　对线下教学的启示
尽管我国已经进入疫情的常态化控制状态，各

地均已恢复了线下上课，但网络教学经验和网上教

学系统依然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借助于该系统，教

师可以线上线下结合着上课。教师在课堂讲解时，

也可以根据学生的听课反馈，及时调整讲课的内容

和进度；答疑和检查可以在课堂上进行，也可以把

随堂检查作业发布到教学平台，但截止时间可以推

迟些，等到学生有空时再去做。线下上课时，仍然

可以延续线上批改作业的方式，师生都不用带着厚

厚的作业本了，还能加快课后作业中问题的反馈。

总之，疫情期间积累的网上教学经验对于以后

线上线下混合式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的建设，有很

好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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