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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0 年春季学期延迟开学期间

本科教学工作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根据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年春季学期延迟开学工作的

通知》（湘教通〔2020〕19 号）、《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本科学校本专科教学工作的通知》

（湘教通〔2020〕20 号）和《关于调整 2020 年春季学期开学

时间的通知》（湘教通〔2020〕27 号）精神，学校制定了《长

沙理工大学 2020 年春季学期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延迟开学的本

科教学组织总体方案》。为切实做好我校 2020 年春季学期延

迟开学期间本科教学工作，现就有关工作安排如下。

一、总体要求

1．学校春季学期学生返校开学时间不早于 3 月 2 日，具

体学生返校时间视疫情防控情况再定，另行通知。所有学生不

得提前返校。

2．各院系应按照延迟开学“教师不停教、学生不停学”

的要求，仔细谋划、充分准备，采取科学有效措施和在线教学

手段，认真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本科教学工作。

3．各院系成立疫情防控期间本科教学工作领导小组。结

合院系具体情况，研究制定延迟开学的本科教学工作方案，于

2 月 16 日 前 报 教 务 处 备 案 （ 电 子 版 发 至 邮 箱

654313775@qq.com）。

4．各院系要按照“一院一策”要求，落实相关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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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各教学环节的责任人，指导任课教师按原教学计划，制定

疫情防控期间每门课程在线教学实施方案，充分发挥“互联网

+教育”的积极作用，统筹安排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学生

返校后的课堂或现场教学工作，做到“一课一案”；对湖北籍

及疫情防控重点地区的学生，要重点关注和帮扶，尽量做到“一

生一案”。

5．自 2 月 17 日起，全校按照春季学期教学计划（课表）

开展在线教学试运行，2 月 24 日起全面开展课程在线教学。

院系要指导任课教师全面做好组织实施工作，做到教师不停

教、学生不停学，提高在线教学效率、保证教学质量、完成教

学任务。院系在线教学实施情况将列入 2020 年本科人才培养

与教学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内容。

二、理论课程教学工作安排

1．疫情防控期间（2 月 17 日至学生返校开课前）组织开

展在线教学，学生返校后开展集中教学。

2．2 月 16 日前，各院系结合各专业、各课程实际，制定

切实可行的课程在线教学实施方案（包含体育课、全校性任选

课），交教务处备案（电子版发至邮箱 654313775@qq.com）。

各院系要充分利用好中国大学 MOOC 平台、学堂在线、超星尔

雅、学银在线、智慧树网和学校在线开放课程等网络课程资源，

选择优质的线上教学课程资源（具体见附件 1）。

3．2 月 16 日前，任课教师按照《长沙理工大学网络教学

工作考核办法（试行）》（教通字〔2018〕37 号）的要求，

在学校网络课程教学平台上，上传课程教学大纲、电子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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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课程参考书目、作业等教学文档，激活课程，并确定线

上教学方式、完成线上学习平台选课，建立课程教师学生交流

qq 群、微信群；填报课程在线教学信息一览表（见附件 2，各

院系汇总后报教务处，电子版发至邮箱 654313775@qq.com）；

并在预定的时间段（尽量与课表一致）进行答疑、辅导等线上

指导。2 月 24 日前学校对网络课程教学平台激活和上传教学

资料等情况进行督查。

4．辅导员、班主任、班导师要积极协助任课教师建设课

程教学微信群或 QQ 群，每个院系要确定一名辅导员负责向本

院系与外院系开课教师提供学生联系方式。院系教务办提供教

学班教师名单、学生名单。任课教师建立课程教学群后，应及

时在学校网络教学平台上对应课程中发布信息，方便学生查

询。教务处、评估中心、信息化中心、学工部(处)及相关管理

部门，协同配合、加强在线监督，确保在线教学的高质量开展。

三、实践教学活动安排

1．疫情防控期间各院系暂停组织实习实训及社会实践等

人员集中的教学活动，先进行课程在线教学，学生返校后再统

筹安排实习实训工作；各专业的实习实训活动开展时间，在学

生返校后统一部署安排。

2．疫情防控期间内各院系可利用国家级、省级、校级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实验项目开展实验教学。

四、毕业班教学工作安排

1．毕业班的毕业实习延后组织，毕业设计（论文）和课

程设计等教学工作提前组织。从 2 月 17 日起，毕业班学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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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毕业设计（论文）和课程设计工作，指导教师进行线上指导。

各院系要组织指导教师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按进度要求指导毕

业生做好毕业设计（论文）各项工作，毕业生返校后再集中指

导。

2．疫情防控期间内，原则上不组织毕业设计（论文）现

场答辩和集中性评审，如确有必要组织答辩和评审，应充分利

用网络视频、音频和电话等方式进行。毕业答辩时间原则上按

原计划进度进行。

五、工作要求

1．各院系要充分利用各类优质线上课程教学资源，整合

学校线上教学平台资源和各大在线开放课程平台提供的课程

资源、国家级和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国家级和省级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项目等网络教学资源开展在线教学。

2．各院系要主动作为，加强阵地意识。及时收集反馈信

息，了解实施效果，严格教学质量要求，一旦发现问题要立即

整改。在线教学原则上要覆盖每一门课程、每一个班级、每一

名学生。个别不适合开展在线教学的课程应向教务处报备。

3．对湖北及其他疫情严重地区的学生要特别关注，对不

能按要求返校的学生继续开展在线学习，在学生来校后视情况

组织集中辅导。对于确有困难不能参加在线学习的学生，相关

院系应做好预案，并加强一对一的学业辅导。

4．所有授课教师要牢固树立责任意识，使命意识。要积

极主动和学生对接，并做好对学生的学业指导。要根据在线教

学开展情况，适当布置作业，并做好线上辅导。要严格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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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业要求，加强对学生学习的考核与检查，创新考核和考试

方式，及时了解学生掌握知识情况，调整教学策略。

5．学生返校后，教师对在线教学效果开展评估，根据学

生掌握知识情况，做好与线下教学的衔接。对在线教学效果不

理想的，任课教师可提出顺延课堂教学计划、调整教学时间的

申请，保证教学质量。

6．所有学生应珍惜时间，勤奋学习。学生应多渠道准备

教材，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认真学习，积极与授课教师进行远程

互动和交流，按时完成授课教师布置的作业。认真准备相应的

课程考核、考试和开学补考。

六、加强教学管理与服务工作

1．各院系要指定辅导员、班主任等专人负责联系每位学

生，指导学生合理安排假期和学校后续学习，及时掌握学生动

态；专任教师和指导老师做好学生的学习答疑和指导，确保学

习“不断线”。信息化中心提供网络教学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

编制相关技术指南。评估中心、信息化中心实施在线教学的质

量监测和监控。

2．学校各教学单位任课教师和教务管理人员，2 月 16 日

前应按要求返回学校或长沙工作住地，准备在线课程教学。2

月 17 日起，教务管理人员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在线教学时间段，

开展轮值，并公示值班电话。

3．严格执行学籍管理规定，教务处将结合学校实际，合

理安排本学期的补考等工作，灵活处理春季学期课程补选、退

选工作，具体工作教务处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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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视疫情防控情况，本学期末将安排重修课、公共基础

课、公共选修课、国际课程等课程教学活动，具体教学计划另

行通知。

请各院系和教学单位根据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好疫情防控

期间的本科在线教学工作，遇到问题及时与职能部门工作人员

联系。若上级和学校有新的文件精神，再补充通知。

附件：

1．在线课程资源及平台情况

2．课程在线教学信息表

3．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长沙理工大学

2020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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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在线课程资源及平台情况

一、课程资源

1．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将免费提供 8000 余门慕

课课程、教学服务及学习数据支持，课程覆盖本科 12 大门类

的所有专业类，免费提供慕课堂、SPOC、直播等各类教学形式

的平台服务，免费提供教师在线培训服务。从 2020 年 2 月 2

日起，每天进行两场直播讲座。

2．学堂在线平台。将免费提供 1400 余门在线课程，课程

覆盖 12 大门类 83 个系列，以及独家授权的清华大学所有慕课

课程，并免费为各大高校提供技术支持、教学数据、教师培训

等平台服务，免费为各高校提供雨课堂技术支持和相关培训服

务，协助各高校通过雨课堂开展直播课堂教学。

3．超星尔雅及学银在线平台。超星尔雅将免费提供 488

门通识课程；超星“一平三端”将免费提供线上优质课程资源

和教学示范包、学习平台、直播课堂、同步课堂、速课、技术

支持等在线教学服务；学银在线平台将免费提供覆盖全部门类

的 720 门本科专业课程。

4．智慧树网。将免费提供 3300 余门在线课程，覆盖全部

学科的十大类通识课和专业课，免费提供选课基础运行和平台

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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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方式

1．网络自主学习。对部分可利用在线学习完成的通识课、

公共选修课可利用相关在线课程平台采用网络自主学习模式，

学生基于网络学习平台完成线上视频学习和考核，学习平台系

统记录学生所有线上学习行为生成综合成绩提供给高校作为

认定学分或成绩的依据。

2．利用开放平台组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可使用中国

大学 MOOC 平台、学堂在线、超星尔雅、学银在线、智慧树网

等开放平台的线上优质慕课，由本校专业课教师采用混合式教

学模式上课。学生线上学习慕课资源，专业课教师组织线上互

动和直播，完成教学任务。

3．利用学校资源组织混合式教学。对于学校已有的课程

中心等教学资源，可结合教师和教学班自行组织混合式教学，

以视频学习、讨论互动、直播授课等方式进行教学；未开展慕

课建设的课程可利用有关课程平台提供的慕课堂、雨课堂、一

平三端等系统开展直播授课、互动研讨、线上作业和考试等教

学任务。

三、支持服务

上述平台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即免费开放相关课程资源，

各高校可选择与本校教学目标一致、教学内容相同、教学安排

类似的通识课、文化素质课、公共课、专业课等课程，组织本

校学生通过慕课、SPOC 等方式进行学习，开展直播授课、答

疑辅导、线上作业等教育教学服务，平台将提供学生在线学习

数据用于评价学习质量、考核学习效果。各高校请按下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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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关平台联系，平台服务人员将与各校沟通确定具体应用办

法，提供具体使用方案，并协助组织应用培训、课程开设以及

教学过程的服务支持。

1. 爱 课 程 （ 中 国 大 学 MOOC ） 平 台 网 址 ：

https://www.icourse163.org/，可通过识别二维码提交服务需求：

爱课程湖南区域负责人：张长虹，手机 13910583763；网

易湖南区域服务团队陈茂林、姚学科，手机 15367915350、

15874844363，办公电话 010-86466958-889。

2．学堂在线平台网址 xuetangx.com，学堂在线微信公众

号 xuetangx；联系人: 黄诚，手机 18670785153；7*24 小时

客服电话: 400-099-6061。

3．超星尔雅平台网址：erya.mooc.chaoxing.com；一平

三端在线教学网址：x.chaoxing.com;学银在线网址：

www.xueyinonline.com；联系人：周志峰，手机 18670730609。

4．智慧树平台网址：https://www.zhihuishu.com；联系

人：张艳红，手机 17721261956，QQ1417933642；湖南区域团

队唐韵，手机 18569525943，QQ 522891366；周宇心，手机

15573479172，QQ 692261706；冯湘宇，手机 18173213432，

QQ 8469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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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疫情防控期间理论课程在线教学信息一览表
学院： 填报人： 时间：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任课教师 学生班级
学生所属

学院

湖北籍学

生人数或

姓名

网络课程资源
线上教学

方式
备注

线上教学方式（可选多项）：

1．在线开放平台线上课程（注明平台名称）

2．学校网络教学资源平台

3．qq、微信群

4．不适合线上教学的课程（标注代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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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工作人员联系信息一览表
序号 单 位 姓 名 手 机 备注

1 教务处 郭 利 13873187450 教学运行

2 教务处 傅湘玲 13975800605 在线教学

3 教务处 马明松 13874979112 实践教学

4 教务处 刘 涛 13319544376 考试、成绩

5 教务处 李春芳 13574849658 学籍、学位

6 教务处 谌海军 13975104803 教务管理系统

7 教务处 胡小兵 13217311642 办公室

8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 贺 晖 13873154603 质量监控

9 信息化中心 付 强 13873160549 学校教学资源平台

10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胡美南 13874998663 教务办主任

11 土木工程学院 李 奕 15873163295 教务办主任

12 汽车与机械工程学院 李朝晖 13308476166 教务办主任

13 水利工程学院 刘爱华 15367885510 教务办主任

14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黄建华 13873177718 教务办主任

1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欧光武 13786197389 教务办主任

16 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 烽 13873191300 教务办主任

17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李秋桂 13975152018 教务办主任

18 化学与食品工程学院 李秀莲 13908465528 教务办主任

19 数学与统计学院 阮 玫 13787278909 教务办主任

20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张 晖 13677367121 教务办主任

21 文学与新闻学系 黄 卫 13787129202 教务办主任

22 法学系 何 凌 15874016832 教务办主任

23 外国语学院 王爱华 13627416687 教务办主任

24 设计艺术学院 谢 翬 13677367736 教务办主任

25 体育学院 肖琼英 18008495188 教务办主任

26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施湘元 13739087823 教务办主任

27 城南学院教学部 李 娟 13975801236 教务办主任

28 国际学院 罗 帅 15386497795 教务办主任

29 材料学院 李锦文 13907496925 教务办主任

30 工训中心 杨冬冬 15084873912 教务办主任

31 建筑学院 张 毅 13975843378 教务办主任

32 心理中心 易敏 13975166940 教务办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