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装设计学院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期中在线教学

进展情况总结

2020 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这个“黑天鹅”打乱了本学期的所

有的工作部署。当然，为了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停课不停

学”的精神，以师生为主，育人为本，全面开展网络线上教学与管理，结合学院

办学特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为重点，推动了各项工作顺利运行，

教学管理工作方面确保教学质量，在教学任务安排，教研室教研活动，教学改革

等方面认真开展工作，圆满完成了本学期第一周至第八周的各项任务，具体完成

的工作事项如下：

一、在线教学总体情况

本学期服装设计学院应开课程门数 102 门和门次数 2566 门，实际线上开课

门数 71 门和门次数 2520 门（因有些课程是后 8周及 17 周开课，还未到开课时

间）、开设线上理论课程门数 59 门和门次数 2065 门以及开课率 100%、开设线

上实验实践类课程门数 12 和门次数 455 以及开课率 95%（有工艺类课程调到后 8

周上课），本校网络教学平台开课门数 45 门，其他网络课程平台开课门数 26

门，参与线上教学教师人数 81 人以及占全校教师的比率 71.05%，截至 3月底在

线学习学生总人次数为 679492，日均人次数为 2648 以及占全校学生的比为

70.84%。

二、主要工作举措

1、高度重视，提前精心筹备——课前准备

由于设计课偏理论，线上教学效果较好，结构工艺类、服饰及鞋类线上课程

教学相对难度较大，本学期结构类课程共开设 19 门课程（其中 3门结构类课程

前 8周开课，4门工艺类课程后 8周开课，4门综合课程设计第 17 周开课），服

饰设计和鞋靴设计共 3个年级，8个班级（本科 2个班级，专科 6个班级），上

线课程 19 门，后 8周上线课程 5门，上线教师 11 位。在接到学校要求疫情期间

线上教学的通知后，各教学团队成员进行了多次沟通，结合课程特点和现有条件，

从学生的学习效果出发，共同商定教学班的线上教学方案。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新的教学形式，我们每个人都是新

手，群策群力是我们适应并进步的最好方法。由于授课方式的转变，这更需认真

备课，钻研教学内容。时逢疫情特殊时期，为了利用好各种素材引导学生，努力

上好每一节课，各教学团队成员每天都在找素材备课的路上。各教学团队坚持集

中线上教研，平时有问题随时研讨。半个小时，甚至是一个小时的教研时间，我

们不但研究授课内容、解决教学重点与难点，一起精选案例，且共同商讨解决遇

到的技术问题。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防控逼使教学方式改变的状况，我们没有怨，没有等，

充分发扬“勇于担当，团结协作、攻坚克难、无私奉献”，主动适应教育教学改

革需求，参加网络培训，学习网上建课方法，提升互联网+教学能力等，视挑战

为机遇，积极尝试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授课方法。



大脑的学习规律是先具象，再抽象，因此备课时，我们充分考虑线上教学的

优势，让知识用图片、视频等的形式“活”起来，补充不能面对面的生动。课前

精心制作教学视频与课件，课前上传学习通中，便于学生利用回放功能，可以更

好地巩固知识等，从而有效提高教学效率和学习效果。

2、强化责任担当，积极应对突变——线上教学开展

（1）明确线上教学理念与形式

网络课程的特殊性，决定了需要更有趣更有意义的教学形式和内容才能一直

吸引学生的注意。一时的新奇抵不过时间的消耗，网课至今学生也已经有些麻木，

这催促我们各教学团队不断的调整教学设计，采取更多样化的形式传递课堂内

容。

在教学实践中能充分贯彻新课程改革的教育思想，遵循以人为本的教育理

念，注重激发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努力培养其提出不同见解的能力与勇气。

教师上课“太顺畅”并不是一件好事，课上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主动思考、探

究，注重反馈和落实。在课堂上，努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尽可能使每个学生都

参与到课堂中。

通过教学实践，各课程组老师们认识到这种教、学角色翻转的教学方式能够

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达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的目的。在线教学要构建高效的线上沟通方式以及师生、生生间的互动，可以充

分利用学习平台的功能模块，甚至微信和 QQ 等通讯软件，灵活多样地开展线上



教学，而不仅仅拘泥于单一的直播形式。

（2）日常教学组织

自开课以来，各教师每次课前在学习通和班级 QQ 群中提前通告学生对次日

要学习的新内容进行预习。在上课过程中，使用 QQ 群进行答疑解惑，组织讨论，

随机抽查学生笔记，同时采用提问的方式考察学生的在线状态、学习效果。学生

们在平台上不但完成了课前阅读任务，同时也积极参与了课堂讨论。课后及时获

取学生的学习情况，并进一步及时调整课堂节奏。学生学习热情高涨，到课率高，

积极参与互动，真正实现了“延期开学不停教、不停学”。



（3）攻克线上开展实践教学的难题

践行知行合一，大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向来是高等教育重要任务之一，

加强动手实践能力对于提升其就业、创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而实验教学是教

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很多学科来说不可或缺。尤其在高校延期开

学、实习实训相继暂停的当下，如何在线上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显得更为重

要。



针对线上教学的局限，实践教学的开展困难重重，教学团队成员课前反复推

敲尝试，课前精心制作教学视频与课件，课前上传学习通中，便于学生利用回放

功能，可以更好地巩固知识等，从而有效提高教学效率和学习效果。

（4）作业批改与课后答疑

课后，我们根据授课内容给同学们布置适量的练习作业。通过学习通发送，

督促同学们按时提交，采取表扬、鼓励的方法进行引导。课后对学生作业认真批

改反馈。把质量高的学生作业照片发到班级群里，进行表扬树立榜样对于作业中

的共性问题，用语音方式集体进行讲解，个例问题，通过 QQ 群的方式进行个别

指导。

（5）典型案例

例如：余颖老师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18 年度中国年轻设计

师”百强设计师；作品多次荣获国内外服装设计奖项，长期致力于国家礼仪服饰

和非遗传统手工艺的研究，礼服作品多次亮相深圳中国国际时装周并且有多年的

高级女装设计经验。非常疫情，非常课堂。本学期是余老师在校任教的第二个学

期，为保证同学们“不停学”，寒假里余颖老师早已勤勉备课，她在疫情时期初



次担任《婚纱礼服设计》课程负责人，她指导学生运用不同的路径，探索未来服

装更新的设计方向，并且把研究多年的非遗传统手工艺和未来新工艺植入课程

中，力求同学们在“云”中学有所得，教学相长。学下来学生们学习劲头十足，

都非常认真的做笔记，很多同学都纷纷给老师点赞，表示课程内容太精彩，听的

意犹未尽。

黄伟副教授作为服装设计学院时装设计教研室主任，第一时间挑起重担，在

落实好学院所下达各项教学任务的同时，积极组织教研室团队想尽一切办法做好

网络课程。

身先士卒，从自己做起，从课程的每章节做起。 做大纲、调进度、学超星、

录视频、做直播，与时装设计教研室所有老师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 黄伟副教

授为了课程的完整性从手绘创意开始，然后录制视频、编辑视频最后到资料上传

建好电脑服装设计课程。做到了零迟到零缺旷，到课率百分之百喜人效果。

还有身在韩国的李允耕外教，她上的课程是《高定项目企划及款式研

发》，教案、 课件等均以中英双语的形式呈现，上课的形式新颖得到了学

生的一致好评。

三、毕业设计在线答辩方案的准备工作

知网论文系统的前期 62 名指导老师及 394 本科毕业生基础数据的完成

及帮助毕业设计指导老师更好的完成实际操作。

4月 10 日组织召开 2020 届毕业设计论文会议，并邀请知网工作人员进行答

疑解惑。毕业设计答辩在线方案已经完成，目前正在让指导老师及评阅老师查看

论文并评分。

四、其他教学工作的完成

1、完成课程附件 1：服装在线教育综合平台课程清单(各课程负责人网上审核确

定信息）汇总、审核与整理。

2、完成课程附件 2：江西服装学院超星网络教学平台课程清单（核心课程填）

汇总、审核与整理。

3、完成、2019-2020 第二学期班级课表，课程网络地址的填写与整理。

4、完成服装设计学院（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服装设计学院教学任务通知

书，课程网络地址的填写、审核与整理。

5、组织课程负责人完成线上线下课程的考核方案，完成课程线上线下课程考核

方案汇总、审核与整理。



6、组织课程负责人完成前八周结课的课程为线上考试，完成试卷的电子稿汇总、

审核与整理。

7、负责（周二）服装设计学院防疫期间在线教学日常检查与听课。汇总、审核

与整理附件 3：服装设计学院教师线上教学情况记录表。

8、完成防疫期间优质课评选、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闵院长团队、胡艳丽团

队、林燕萍团队、邓琼花团队、段婷团队）申报文件与网络课程的汇总、审核与

整理。

9、完成重修相关工作；

10、完成专升本的招生简介；

11、完成毕业审核第一遍审核工作并发教务处。

12、每天的线上教学记录表的收集报送线上指导教学群。

五、存在问题和不足

目前教学存在的问题是授课教师很难像在教室里一样，有效监督屏幕前的学

生。有的学生是否在听课，老师根本无法察觉，甚至是开两部手机，一部“在听

课”，一部在游戏。直到已经下课了，学生还在线上“听课”。几乎每个老师都

有所反映学生的自律性问题。

有些学生认为老师看不到他，就没办法管他，对于上课吊儿郎当，时常缺勤。

19 服饰品专科 1班、2班，在教学前几周到课率异常不足，在刘琼副院长和孙升

副院长的监察和整治下，两个班级到课率每周都在逐步回升。

实践教学是反映重灾区，因本教研室课程 90%都牵涉到了实践课，由于疫情，

学生无法回校。学生在家动手实践只能有限的符合很少一部分课程，对于有些课

程需要机器来实现的，则困难重重。

对于电脑课程，学生有些没有电脑或者没带电脑回家，在课程中就会影响整

体教学效果。

六、下一步工作打算

网络教学使教师们尝试新的教学方式，同时也迅速提高了教师应用信息化技

术的能力，丰富了教学资源。熟练掌握所使用教学平台的功能及操作，并对平台

可能出现的临时状况要采取多种灵活有效的教学预案。加强师生互动，帮助和指

导学生学习，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适当调整授课进

度与授课方法，实施“依生定策”，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特殊时期的线上教学对所有教师来说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个契机。在这段



时间不仅可以提高线上教学的技能，而且可以改进线上教学的方法。待到春暖花

开，重回课堂，相信我们能更好地融合线上线下，做好新一轮的教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