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树+钉钉相结合的在线授课实施方案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周红霞 

 

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我校采取了停课不停学的应对措施，在开学前两周学校将通知

下发到各位老师的同时也提供了多种网络教学平台和备选方案供大家选择。接到通知后各位

老师就开始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和沟通，为实施在线授课做准备。开学后经过 4 周的在线教

学，可以看出学生课程学习有条不紊，达到了预期效果，现将我的在线授课实施方案进行总

结。 

一、课前准备 

1、学生具备的在线学习条件调查 

课前通过 QQ 群向学生发出在线上课条件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具备的学习条件，汇总后

显示：本班学生 100%有手机且至少一种方式可以上网学习理论课，4 人无电脑不能进行实

验课的学习。对暂不能进行实验的同学进行疏导，避免其焦虑，给出当前可进行的替代措施

以及后期的解决方案。 

2、网络教学手段选择 

选择在线教学平台的原则是去繁从简，避免过多更换平台带来不必要的混乱。最初计

划是使用一个平台，最后通过将近 1 周的研究和比对，我初步决定课程教学使用“智慧树”

平台和“钉钉”办公软件结合的方式进行。 

3、软硬件准备 

教师端： 

台式机：注册登录“智慧树”平台；下载安装钉钉电脑版 

手机：下载安装“知道”APP 教师版；下载安装“钉钉”移动办公软件 

学生端： 

台式机：（可选），注册登录“智慧树”平台；下载安装钉钉电脑版 

手机：下载安装“知道”APP 学生版；下载安装“钉钉”移动办公软件 

4、创建课程 

我讲授的课程为 2018 级本科《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本课程包括理论课和实验课，理论

课为每周五上午 3-5 节，学生人数 121 人，实验课为每周五下午 6-7 节和每周五下午 8-9 节。 

（1）在智慧树平台引入一门共享课： 

作为辅助教学资源，方便学生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 

 

（2）建立翻转课 



在“智慧树”平台建立三门课程：按课表的上课时间安排分别创建了《单片机及嵌入

式系统》（理论课）和两门实验课并按照“学生名单导入模板”导入学生。 

 

（3）建立“钉钉”单片机学习群 

5、开课前的平台测试： 

开学前与部分学生进行“智慧树”平台功能测试和钉钉功能测试 

 

6、线上教学前的学习资源准备 

（1）向学生提供了教材配套的教材前三章电子书（人民邮电出版社提供） 

（2）课程实验所需的工具软件 

 

二、课程总体方案 

讲课直播：“钉钉”群中屏幕分享模式进行课程直播 

实验手段：keil + proteus 软件仿真平台 

理论课作业提交：“智慧树”平台 

实验作业提交：QQ 邮箱（作业文件类型“智慧树”不能方便的支持） 

课程答疑：“智慧树”+钉钉 

课程过程管理依托平台：“智慧树” 



实验课两个教学班的整合： 

由于本课程实验和理论课考核数据是统一计算的，而“智慧树”平台对不同翻转课的

数据无法方便整合，因此通过第 1 周的线上教学后，将最初的三门翻转课统一合并到《单片

机及嵌入式系统》课程，这样可以使所有学生的考核数据统一管理。实验课由于实验环节问

题较多，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时间答疑，征得学生意见后将两个班的实验课由两个 2 节合并为

4 节课，老师上课时间不变，下午 6-9 节。同时又为了不增加学生的学习强度，实验直播后，

学生根据事先布置的实验任务自行完成实验项目。期间所有学生都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与老师

进行互动加答疑，同学之间也可以互相讨论。 

三、上课流程 

准备工作：敦促学生熟悉本课程线上教学方式和工具以及上课时间 

主要措施是：为了避免学生面对多门课程多个平台造成的上课环节缺失，制定了相对

稳定的上课流程并以文档形式发给学生。 

 

1、课程运行轨迹之一----教师上课前备课准备环节 

（1）“智慧树”题库板块：每周导入与本周教学有关的题目 

 

（２）“智慧树”学习任务板块：发布每周任务 



 

 

（3）“智慧树”学习资源板块：上传资源（PPT，文档，视频等） 

（4）“智慧树”作业考试板块：发布课后作业，课堂作业 

 

 

前四周利用平台发布学习资源情况如下： 

 

2、课程轨迹之二----在线授课环节 

（1）电脑登陆“智慧树” 

  智慧树→见面课→签到（提前１０分钟，持续２５分钟，学生签到） 



 

（2）打开“钉钉”，进入课程群，开启“钉钉”直播 

每次直播结束后视频可以回放和下载到本地 

 

（3）直播期间（课间）切换到“智慧树”进行“课堂练习” 

教师发布课堂作业（设置截止时间），语音提示学生完成课堂作业，并短暂休息，“课

堂练习”起到课堂互动的效果，既可以检查学生听课情况，又可以适当制约学生只签到不听

课的现象，保证教学效果。同时又能保证讲课秩序不被过多的互动环节打断，感觉较符合大

学生学习特征。 

智慧树平台对选择题和判断题可自动给出分数，可以及时获得听课情况。 

3、课程轨迹之三-----互动环节 

完成在线授课后利用“智慧树”平台进行互动（智慧树的互动数据可以方便的被平台

自动记录），主要通过下面几种手段： 

（1）在 “见面课”中→开启直播，在“课堂答疑”模块，学生可以发弹幕向老师提

出问题，老师通过单向语音回答学生问题 

 

（2）可以在“问答讨论”板块发布和回答话题与学生互动。 

 



 

4、课程轨迹之四----课后辅导和答疑环节 

（1）从手机“知道”教师版登陆，我的→见面课，找到课程数据，同步弹幕等到电脑

“问答讨论”模块。对弹幕中提的问题给出答案。对典型问题设置为精华，方便学生随时围

观 

（2）随时可进行“钉钉”群聊答疑，发布投票等了解学生学习情况，解决学习中的问

题。 

 



（3）处理“作业考试”模块的作业 

（4）处理学生上机作业，将线下成绩添加到“智慧树”平台 

由于实验项目作业提交的特殊性，所有实验作业通过邮箱打包发给老师，成绩再由老

师批阅汇总后与智慧树的学情数据合并。 

 

四、过程监控和成绩管理 

本课程由于依托“智慧树”平台，因此可以通过“智慧树”平台的学情数据掌握学生

学习情况，以便督促提醒。 

1、了解一段时间的学习人数： 

 

2、了解平时作业成绩： 

 

3、了解出勤情况 

 

4、了解资源学习情况 



 

 

 

5、对一阶段成绩导出汇总，对评价较低的学生通过助教或辅导员发出预警 

 

 

五、几点总结 

1、通过 4 周的教学活动，师生双方对这一线上教学方案满意，学生整体学习态度认真，



方案中的监督机制能较好的发挥作用。 

2、智慧树平台的优点：提供了多个板块支持学生学情数据和学习资源的管理，基本可

以满足我的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的设计需求。因此除了课程直播之外的教学环节基本依托

“智慧树 ”平台。 

3、“钉钉”直播功能的优势：性能优于智慧树见面课直播功能板块，不但提供了视频

回放功能，学生还可以通过电脑端听课，而智慧树的直播学生只能在手机端使用，学生反映

容易疲劳。 

4、利用“智慧树”的作业考试板块进行课堂互动有以下优点： 

（1）题目可以事先编辑好，随堂再发布 

（2）题型丰富 

（3）秩序好，更适合大学生理性学习，可覆盖所有学生 

（4）有一定监督作用，不认真听讲的学生可能会错过课堂练习。  

5、通过授课期间与学生沟通，学生方反映不同课程所用的线上教学平台不同，来回切

换有些不便；因此线上教学平台应该是越统一数量越少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