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逆境寻光，花香寒来 

——苏艳艳《植物学》线上教学实践总结 

“己亥末，庚子春，荆楚地大疫，染者数万计，江城封、荆楚悲，众人皆恐，

足不出户，举国防……”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为了响应“停课不停学”的号召，

从 2 月 17 日起，我带领 19 级园林专业 6、7 班同学开始了《植物学》课程的学

习。通过近一个月的线上教学实践，个人感觉获益匪浅。 

一、上下求索，选定稳健学习平台 

“欲先工其事，必先利其器”，想把线上教学搞好，首先需要一个稳定流畅、

方便快捷的网络学习平台。在全国大中小学都要实施线上教学以来，各种网络学

习平台也都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原本就缺少网络教学经验的我在挑选各种学

习平台的时候，也经历了一些波折，超星、雨课堂等平台因为用户的剧增，网络

卡顿严重，教学体验不好，并且在学习使用各类平台的过程中还花费了很多学习

成本。通过多次征求大家意见和反复研究对比，最终我们选择了 QQ 群直播慕课

视频加屏幕共享的授课方式，在播放视频的时候穿插我的讲解并显示相对应的

PPT，在课下，学生也可以通过学习通查看视频和电子教材。通过课后调查和讨

论，同学们对这种学习方式表示一致同意和认可。 

 

         



二、远程互动，形成教学闭合回路 

上课第二周，我将学生自主学习改为 QQ 群语音直播及屏幕共享，并在对分

易签到打卡。学生们由开始的不适应、起不来（上午 1-2 节）到后来的主动问我

“咱们这次课还是直播吗”。为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在课上我会经常让学生

发言，了解他们的知识习得程度。由于植物学本就是一门亲近大自然的科学，学

生在学习理论的同时也要学会观察植物。于是我会在每次课后的作业中加入开放

性的作业题，比如在学到植物根的变态时，我会让他们找到自己周围的变态根；

在学到茎的分枝方式时，我会让学生观察他们身边的植物分枝方式并拍照。学生

在 QQ 上传作业后我会根据他们的作答给出评价，这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由督促学习变为主动问我要作业批改情况。通过课前签到、课堂提问、课后

作业等频繁互动，学生们渐渐适应了这种学习模式，线上“教”和“学”就像一

个电路的正负两极，使得课本上的知识通过互联网的力量输送到远在五湖四海的

学生面前，点亮了疫情特殊时期学生们渴求知识的目光。 

 

   
 

三、共克时艰，熔铸师生浓浓深情 

由于是线上教学，常常会产生一些难以避免的问题，比如有的学生反映“家

里信号不好，需要蹭网上课”、“天天盯着手机，视力下降”、“多门网课同时

展开，课后作业多”等问题，而我自己也遇到了一个“断网断电”的问题，成为

线上教学过程中一个很有意义的小插曲。从春节到现在，我被滞留在陕西商南县



的婆婆家——这是一个地处秦岭以南的山区，虽然环境秀美，但是电力供应不太

稳定。正好有一个周四，早晨起床后发现家里断网断电了，但是我要在 10 点给

学生们上课，于是老公开车绕过“山路十八弯”带我去了最近的镇子上，将车停

在路边，我用手机开热点给学生上了两节课。当我将这件事说给学生听的时候，

学生都纷纷在群里点赞，看到学生对我的认可，我觉得挺着 6 个月的孕肚在车上

闷坐了两个小时也是值得的。 

 

   
 

另外，在山里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的花草树木。我出门溜达的时候

就会忍不住对路边的小草产生兴趣，有时看到不错的教学素材常常会拍下来发到

QQ 群里，让学生来辨认一番。植物认知是学生学习植物学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

虽然不能在学校进行植物认知实习，但是植物学的学习本来就应该是贴近大自然

的，让学生去发现和探索自然界能够激发他们感受自然、热爱自然的体验，也让

这特殊的教学方式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这个无法被疫情阻挡的春天。 

   



我们无法控制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可以掌握生命的宽度，黑暗有多让人咬牙

切齿，光明就会多让人热泪盈眶。这次疫情的突然袭击，让全国上下凝聚成了一

股力量，白衣战士在前线冲锋陷阵，我们就做好后防保障。尽管处境艰难，但我

们依旧不会放弃，逆境寻光，花香寒来。我相信，疫情终将过去，我们一定会在

阳光下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