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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药科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本科在线教学质量报告 

（2019-2020学年下学期第十五周） 

一、第十五周在线教学基本情况 

（一）开课总体情况 

第十五教学周共有 667 门次课程开展在线教学，其中理

论课 579 门次、实验课 64 门次、实践课 1 门次、体育课 23

门次。 

 

本周开展在线教学课程根据开课模式分类包括必修课

497 门次、占课程总门次的 74.51%，指定选修课 170 门次、

占课程总门次的 25.49%。 

（二）学生到课率 

本周学生应到课 68969 人次，实际到课 67694 人次，到

课率 98.15%。其中理论课到课率 98.03%、实验课到课率

86.81%

9.60%

0.15%

3.45%

理论、实验、实践、体育课程门次占比

理论课 实验课 实践课 体育课



2 
 

98.39%、实践课到课率 100%、体育课到课率 99.38%；必修

课到课率 98.29%、指定选修课到课率 97.36%。 

（三）在线教学平台的选择及分布情况 

教师主要采用“在线课程资源+直播+即时通讯群（QQ 群

或微信群）”多在线教学平台和工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在线

教学。本周除体育课外平均每门次课程选用 2.62 个在线教

学平台和工具。有 94.25%的课程选用两个及以上的在线教学

平台和工具。 

 

本周有 53.26%的课程选用了超星课程平台开展线上教

学活动；分别有 66.77%和 14.91%的课程选择了腾讯会议和

腾讯课堂作为直播教学和在线互动答疑的平台；分别有

65.22%和 18.63%的课程选用 QQ 群和微信群开展课前课后教

学任务的布置、直播教学及在线答疑等教学活动；另外有

20.65%的课程选择了 U校园、泰盟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慕课

堂、QQ 群课堂等作为在线教学平台。 

5.75%

30.90%

58.70%

4.66%

每门次课程选用在线教学平台的数量情况

选用单一平台

选用2个平台

选用3个平台

选用4个及以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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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则主要依托超星平台和 QQ 群，采用 SPOC 和在线

直播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开展在线教学。 

（四）在线教学方式的选择及教学互动 

本周开展在线教学的课程（除体育课外）中，有 91.15%

的课程选择了 MOOC、SPOC、录播、直播、在线互动答疑等其

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教学方式。平均每门次课程选择 2.12

种教学方式进行教学活动。有 92.55%的课程在本周教学进程

中，部分或全部使用直播的方式开展在线教学。有 82.45%

的课程在线直播和互动答疑占授课总学时的比例在 50%以上。 

腾讯会
议

QQ群 超星 微信群 雨课堂
腾讯课
堂

中国大
学MOOC

其他

数量 430 420 343 120 103 96 44 133

占比 66.77% 65.22% 53.26% 18.63% 15.99% 14.91% 6.83% 20.65%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在线教学平台的选用情况



4 
 

 

 

二、第十五周在线教学保障情况 

（一）课程检查情况 

继续坚持在线教学每周检查制度。二级教学单位对第十

五教学周在线教学 667门次课程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 

（二）课程评价情况 

继续坚持校院两级督导听课评价制度。校督导办 5位专

职督导共进行课程评价 780 门次（其中本周进行课程评价 49

门次），理论课程评价的累计覆盖比例为 70.98%；二级教学

单位督导组成员共 85 人进行课程评价 1698 门次（其中本周

进行课程评价 58 门次），理论课程评价的累计覆盖比例为

87.47%，校院两级理论课程评价累计覆盖比例为 93.74%。 

校院两级督导前十五周累计理论课程评价门次、覆盖比例 

 参与人数 评价门次 覆盖比例 

学校专职督导 5 780 70.98% 

学院督导组 85 1698 87.47% 

校院两级督导合计 90 2478 93.7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50%以上

40%-50%

30%-40%

20%-30%

20%以下

在线直播和互动答疑占授课总学时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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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中医药事业做贡献的坚定信念。 

在讲述苯丙素的知识点时，介绍王逸平（天然药物科学

家，国家时代楷模，因对丹酚酸 B 的研究获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与丹酚酸 B 的事迹，激励同学们投身药学研究，为人

民健康和祖国医药发展奉献力量。 

3. 在教学过程中融入优秀传统医药文化 

联苯双酯为木脂素类化合物，其来源于中药五味子，系

我国首创的治疗肝炎的降酶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及时和

学生分享我国的天然药物研究者从五味子的传统用药到有

效成分的提取鉴定，再到开发出临床用药的研究历程，一方

面提高学生学习天然药物化学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加强学生

对传统中药的深刻理解和对天然药物开发的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