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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应急背景下专业课程
在线教学模式探索

刘先珊， 许 明， 谢 强
（重庆大学 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土木工程学院，重庆　400045）

摘要：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活动为公共应急背景下专业课程的高效教与学提供了重要思路。考虑高

校教育教学与在线教学的融合路径，针对岩土工程专业课程的在线教学过程，探讨在线教学存在的共享

教学资源显著差异、教学过程单一、师生关系消解与重构消耗、教学硬件不匹配等问题。由此，提出专业

课程在线教学过程系统化、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模式多元化、学生作业多重化、考核方式过程化等教学设

计思路，实现在线教学模式的多样化运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确立多元化的考核及评价方

式，以切实提升专业课程在线教学效果，以期对高校在公共应急背景下完善和改进面向大规模开放教学

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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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近 1 400所高校开设在线教学课程约 120万门次，如此大规模的在线教学，是高教系统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一次教学普及和全员演练，是现代教育技术与高校课堂教学紧密结合的生动

实践。近年来，高校在线教学资源及平台已有长足发展，高效性、便利性、覆盖面广等优势备受学生

青睐，也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大多在线课程以选修课或翻转课堂形式辅助高等学校的常规教学，未

形成大规模的网络教学模式［1-2］。应急在线教学模式是在无法正常开展线下课堂教学情况下的开

展教学活动的必要补充。然而，这种师生分离式的特殊教学方式，使得教师成为“主播”，学生成为

“听众”。教学过程不仅受制于平台如微信、QQ群视频、腾讯会议、腾讯课堂等，而且还因各种课件

资源相互交融匹配，使得知识转换和传递的路径及效果差异显著。课程教学中若涉及实验或实践

操作，直播课堂则无法实现让学生亲自操作与演练。

因此，在线教学中，教师普遍认为已有教学资源不匹配、教师唱“独角戏”、教师主导作用弱、学

生消极参与等问题，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引导式教学情景无法达到线上预期的教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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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探索公共应急背景下的专业课程在线教学模式意义重大，设计思路如图1所示。

一、应急背景下专业课程在线教学存在的问题

应急背景下高校在线课程无法按照平常教学的预期和方法、策略进行，其教学设计和教学模式

要解决从 0到 1的关系，如何有效利用众多的网络平台和已有资源设计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式［3-5］，实

现公共应急后课堂教学的有效衔接，是保障公共应急背景下高校正常教学的关键。因此，促进现代

教育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模式的融合，实现公共应急背景下高校课程教学的深度变革［6-7］。就当前

正在进行的在线课程而言，教学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

（一） 共享教学资源与课程实际教学要求的差异性

共享教学资源为师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便利，但并未涉及所有课程，且很难找到与相应课程实

际教学大纲完全吻合的资源，其中一些课程更新周期长，教学内容与教师使用的教材和教学计划有

较大的差异，影响教与学的顺利开展。较多教学视频的表现形式单一，拓展讲解少，趣味性不强，无

法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特别是在教材缺失的情况下，学生很难理解视频资源的内容。另

外，现有平台的在线课程大多前期录制而并非直播，学生课堂上的疑问很难得到在线课程平台的及

时回复，虽然有任课教师或助教的辅导，但有些知识点需要铺垫或拓展，从而降低了知识的传递效

率。专业课程涉及的新概念比理论学科多，部分需要实践教学的辅助，而大多在线课程涉及实践操

作部分的内容较少。虚拟实验室以典型试验为主，线上教学资源未包含课程实践教学涉及的全部

内容，学生的“摸不着”导致知识点理解的难度加大。专业课程的教学设计中，较多的实践教学无法

通过在线教学平台完成，在线课程内容与实际教学内容的差异降低了教与学的效果。因此，如何将

已有的资源平台与课程实际教学统一，最大限度地实现理论与实践教学的融合是需要解决的关键

问题。

（二） 在线教学过程单一导致学生参与度低

线下课堂教学中，教师精心准备的课程内容、翔实生动的课堂讲解、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通俗

易懂的语言活跃了课堂气氛，加深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教师提前准备师生互动环节，通过实

时答疑解惑和课堂奖励促使学生积极思考。课堂上，在课程结束前预留时间进行师生交流、现场答

图1　公共应急背景下的专业课程在线教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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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在线教学过程中，平台的教学视频可能存在视频内容不符合学生的需求，或视频形式呆板不灵

活等情况，学生的参与度不高。上述情况将导致学生学习出现连锁反应，降低学习效率。因此，改

变课程教学过程的设计方式，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立足于探索与创新，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模式，使

其教学过程更符合分离式线上课堂，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性，增强教学效果。

（三） 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的消解与重构降低在线教学的有效性

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在教学过程中，一方为教师的“教”，另一方为学生的“学”。不仅需要教师

的“教”好，而且需要注意学生的“学”，才能有效提升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

一方面，在线教学中的师生并不处于实体空间中，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状态和行为基本不了解，

无法进行有效管理与监督。教师在线直播课程虽然基于教学大纲进行讲授，但固化的在线课程教

学系统在系统性架构与关键知识点上失去了教师的针对性辅导，难以因材施教。另一方面，自律差

的学生往往“身在曹营心在汉”，当缺乏实体教学环境时，难以自我规范和自我约束。

可见，分离式在线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消解，是对教师主导作用的弱化，易形成“教师放任不

管，学生自我放逐”的单一知识传输状态。公共应急背景下在线教学应该是最重要的学习途径，除

了网络平台技术的更新，更关键的是重建不同于线下课堂的师生沟通机制和师生关系，提升学生在

线学习效率。

（四） 在线教学硬件设施的不匹配对在线教学过程实施的限制

在线教学中的电脑、网络、数据传输流量等都是在线教学的重要支撑，公共应急期，师生均未做

好在线上课的准备，如带电脑回家的学生仅2/5，未带电脑的2/5，没电脑的占1/5；带电脑的学生因无

网络而不能正常上课，能使用电脑在线上课的学生有限。即使学生可使用手机学习，但手机的页面

较小，多线程操作相比电脑明显不足，很多与专业课程相关的APP或网络入口端不能正常运行，在

线“教”与“学”的效果大打折扣。教学大纲要求专业课程教学通常有实践操作，在没有电脑、网络等

情况下难以有效推进课程教学。另外，教学平台交互模块功能的局限性也使得在线课程单向传导，

学生只是接收载体，难以实现知识拓展融合。

由此可见，教师如何在新形势下开展合理的在线教学模式设计，如何优选在线教学资源、平台

和工具，创新教学模式，进行“四位一体”的混合式教学，把握知识信息的转换与传递，获得比常规线

下教学模式更好的效果，是当前高校在线教学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也是大数据时代高等教育改革

的发力点。在《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的基础上，“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工科教学模式以多样化、

信息共享化、移动学习便捷化、数据应用价值化等优势成为新教学的聚焦点，推动了高校教学改革

的发展。针对岩土工程专业，需要融合前沿科技，以适应专业发展中的工业化规模和智能化特征。

迫切需要开展更有效的在线课程教学设计和教学模式创新，提升课程内涵，打造特色化教学资源，

促进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通过实现“学科专业平台化、师生全员创客化，能力建构个性化”，共同迎

接未来和未知的挑战，实现教学相长。

二、公共应急背景下的专业课程教学设计

（一） 在线课程教学过程的系统化设计

公共应急背景下线上资源或线上直播教学暂时替代了常规课堂教学，提高了知识信息传递的

时效性，但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难以保证，仍需立足课程建设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教学过程

进行完整系统的精细化设计。应急情况解除后，线上直播教学回归实体课堂，前期与后续的各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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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环节必须连续且有机衔接，发挥两者的优势，形成线上线下融合模式，促进课程质量迭代升级，为

申请线上线下混合的“一流”课程进行数据积累和学情分析。结合正在进行的专业课程在线教学，

列出2～4学时内的学习内容，明确学习方式如课前测、实时测、课堂练习等，优化课前、课中、课后教

学设计。

1. 课前设计

课前安排学生观看MOOC或 SPOC平台教学资料，使学生对教材的基本知识点有初步了解。为

确保视频学习效果，教学视频资料中设定回答问题环节。课前预习阶段的考核可以通过问卷形式

诊断学生对知识点的预习情况，也可设置测试环节，在互动平台上留下学习数据和痕迹，以便教师

及时掌握学生课前学习情况。针对学生在线专业课程学习中的重难点和疑点，可进行问卷调查与

问题征集，为学生实时答疑解惑。

2. 课中设计

课堂中开展师生互问互答、头脑风暴、随堂测试等，突破专业课程学习的难点。专题化教学强

调教学重难点及与工程结合的实际案例。在线教学中教师的讲解一定要深入浅出、分段分时，注意

互动问答与解惑的针对性。开展当堂内容检测，督促学生沉浸式学习，提高课堂学习效果。

3. 课后设计

课后，教师需要借助平台进行答疑解惑或作业评讲，对学生难以理解的问题进行深入引导。教

师通过分析学生作业，了解学生是否真正掌握知识点，就学生学习中的重难点问题开展深入讨论。

学生可以在教学平台上讨论，形成头脑风暴，这种教学设计打破了传统课堂的时空局限性。

通过上述有序的教学设计，实现了课程在线讲授与数字化资源的有机融合，提升了学生把握专

业课程知识体系的效率，精准解决课程中的疑难问题，激发了学生深度解析和掌握重难点内容的兴

趣，从而提高了教学效果。

（二） 与时俱进的专业课程在线教学内容优化

在精细化教学课程设计的基础上，在线课程的内容优化是教学核心，也是学生学习的基础。线

下课堂教学中，教师立足于学生的知识基础与实践需要而精心规划教学内容，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

更新。当课程教学由线下教学转为线上直播时，学生的学习来自于教师设置的内容，满足社会需求

的优质课程内容是关键。因此，需结合教学大纲重新设置在线教学内容。

让科技进步赋能在线教学内容，发挥在线教学活动的作用与功能。在线讲解土工程专业课程

岩石动力学时，加入当前先进的地震预测理论与预警技术，如AI预测地震余震的理论及技术：预警

原理、最新研究进展、预警效果及优势等；在渗流理论的教学中适当引入页岩气、热储、深海水化合

物的非常规渗流理论、微细观渗流测试技术等。新技术的引入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激发

学生的创新意识。

因此，教学内容的优化要以学生为中心，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对重难点内容进行分层次设计，高

效利用课堂教学时间，增强学生对问题的理解深度，形成并提高学生的交流、协作、探究、创新等能

力，提升学业挑战度。

（三） 专业课程的多元化在线教学模式研究

上述多元化教学模式延伸了学生的知识层面，也拓展了在线教学的时空范畴。针对岩土工程

专业的前沿需求及课程特点，可引用已有的课程建设，同时配置现有的MOOC、SPOC等平台资源开

展混合式在线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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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教学

岩土工程专业与工程实践紧密关联，专业课程理论需结合经验教学。因此，案例教学中针对性

地引入典型工程，通过工程项目的全过程讲解解读专业知识重难点，提升学生的分析能力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如在讲解岩石动力学理论的多自由度系统时，通过既有的地震实时数据，计算各阶模态

和阻尼比，分析地震加速度、速度及位移变化规律；还可以结合青海玉树、汶川地震诱发地质灾害等

工程项目，基于有限元软件再现地震过程中的岩土体动力响应特征及滑坡演化过程。在线讲解岩

石的渗流过程时，可通过视频展示渗流过程，还可以拓展讲解因渗流导致的工程事故，如马尔帕塞

拱坝或Vajont滑坡等案例。

2. 经典文献阅读心得分享

由于在线课程教学不在实体空间，学生学习的参与度严重影响了学习效果。教学过程中，教师

除了提供预习视频、预习测试外，还可以针对重难点挖掘经典文献。如在岩石抗拉强度测试的讲解

时，可为学生分享抗拉强度计算的推导过程相关的科技论文。在岩石动力学理论的在线讲解时，精

选动力学、模态分析、地震响应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在岩石渗流力学的在线教学中，选择渗流理论、

多场耦合理论、数值分析方法及应用方面的论文，供学生课后学习，并以课题小组的形式安排讨论

课交流学习心得，以深入理解专业课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联性及适用性。

3. 在线课程教学的模仿创新实践

由于岩土工程专业的强实践性，在线教学中可以聚焦某一难点进行指导，厘清问题的约束条件

和对应解决方法的优劣性，提升该专业课程在线教与学的效果。让学生通过对资料进行批判性证

实，并基于场景变换完成模仿和推导，实现“形似”向“神似”的转变，从而培养学生进行高标准下的

自我建构和重构，掌握“跨界”整合相关技术和方法，进行多次“螺旋式上升”持续改进的“闭环”

训练。

在线课程教学过程可设计为课外和课内两个时空，以“查、写”为主的课外时空以学生为主体，

效果会无法控制，需要通过教师布置、督促和检查确保该环节的学习效果。课内直播中的“讲、听、

议”是对“讲者”的强化训练，要求学生在特定时间内对课外时空内获得的相关资料加工处理，形成

个人信息转化。上述教学模式形成的聪慧“听者”和积极“议者”较为重要，可以让学生从正面肯定

研究观点，也能从反面提出异议，形成的强制性“批判性环境”让学生不唯书不唯上，课程教学氛围

也实现了自由向上、开放包容、唯真唯实。

课后，教师根据在线课程中的知识点难易程度、课程内容掌握程度、课程学习收获等对学生进

行问卷调查，设计的问卷要点主要包括：一是各知识点难易程度可以用 5分制标识，以备知识巩固；

二是课程内容掌握程度可用百分数标识；三是课程完成后能否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进而为下一次

课堂教学提供参考。

（四） 在线课程教学的多种作业安排

在线课程教学可以设置多种作业：教学视频学前提问，学后练习类作业；教学章节混合贯通性

的巩固练习类作业；课程内容重难点类大作业；教学过程实时作业。以上各类作业均设置提示或题

解答案，并及时统计分析答题情况。作业布置设计时，一是从视频平台中获取作业资源并导入平

台，学生自行完成；二是在平台中设置课程作业的起始时间，并利用作业平台进行监督。

（五） 在线课程教学的考核方式设计

结合岩土工程专业的特点，制定在线课程教学的考核方式。按照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设计合

理新颖的考核方式，如课堂内实时客观题抢答，课后主观题为主的作业，学生探讨式PPT互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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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案例分析，限时测试等。在以案例分析为主的考核方式中，教师确定考核和评价标准：案例背景

（5%）、研究现状（15%）、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20%）、研究内容（20%）、研究思路（20%）、预期成果

（20%）。按照大纲的教学计划，每周课程教学中选定 2~3位学生进行汇报和交流，教师进行点评并

给出建设性意见，并在下一周的课程中展示“阶段成果”，最终进行课程案例答辩及评分。

课程成绩评定采取过程化与个性化相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主要考

虑以引导学生注重平时的学习、切实提高教学效果为目标，设计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学习过程为

主的考核与评价模式，学生平时的学习过程（如在线讨论、答疑、分享等的参与情况）、作业的完成情

况，均计入最终考核，课后设计适当的学习过程测试题进行限时开卷考试。平时成绩由线上学习

（SPOC视频学习情况+Sakai教学活动中的总经验值）、考勤、大作业和学习交流情况等构成，占最终

考核成绩的比例不低于40%。

三、公共应急背景下的岩土工程专业课程教学策略

公共应急状态下，与之匹配的线上教学资源在短期内无法形成课程体系，线上直播的授课教学

模式成为主导。探索公共应急背景下岩土工程专业课程在线教学模式，运用教学平台多样化，在线

上教学实施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实行“教师-学生-家长”三点联动反馈式、“课前-课中-课后”过程

式、“教师-学生”翻转式的教学模式，引入课程思政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怀，完善师生评价体系及教学

平台，协调并逐渐提升线上教学效果，促进岩土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模式创新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协

调统一。

（一） 在线教学模式多样化的运行过程

根据公共应急背景下的岩土工程专业课程在线教学实施过程，教师的教学资料、用网速度、在

线教学平台的熟练度及学生在线学习知识的掌握程度等都直接导致教学效果的提升，多样化教学

模式的并存运行是关键。

1.“教师-学生-家长”三点联动反馈式

学生在家线上听课学习，主动学习的挑战性大，考虑“教师-学生-家长”三点联动反馈式的教学

模式。家长的角色发挥尤其重要：保证安静的家庭环境，提供良好的网上学习环境；家长适当关注

并反馈学生的听课状态，任课教师实时调整授课方式，比如提问、互动、实时抢答等方式提醒学生。

2.“课前-课中-课后”过程式

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课前充分了解详细教案并预习相关资料，课后教师根据课堂内容

布置习题，且提供岩土工程相关的试验视频、实例资源及纪录片等，学生在巩固复习中理论联系实

践，提高教学效果。

3. 翻转课堂

随着线上课程的深入，部分学生失去了网上学习的兴趣，适量引入线下教学的翻转课堂，可充

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加深知识点理解的同时锻炼表达能力，学生的学习更充实，一定程度上增强

了学生的学习效果。

4. 案例分享

以中铁九局的西康高铁建设为背景，讲解岩土工程专家在公共应急中的重要作用，解析岩土工

程专业知识在该工程中的深入应用；以“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建设为背景，讲解装配式建筑和智

能建造在快速建造中的核心地位，尤其是土木工程专家的丰富工程经验提升了此次工程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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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效性。案例的分享一方面突显大土木工程专业的前景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增强学生对该专业

知识的理解，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的创新意识。因此，多样化的线上教学模式可为后期线下教学提供

充足的素材库，为两者的有效衔接提供多元化的方式和手段。

（二） 在线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在线教学仅作为传统实体课堂教学的辅助手段，教学平台的建设相对比较粗糙。突发事件来

临时，前网络教学资源不能满足实际教学要求。随着线上课堂教学的深入，引入现代建构主义知识

观，将知识传递演化为教师引导与学生的自主学，通过教学 PPT、视频、测试、作业、答疑、学生评教

等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提升教与学的效果。通过上述的线上教学模式，学生既可个别化学习，

如随时通过课件、视频、习题等自学和复习，也可协作式学习，即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的

学生可在线讨论分析并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另外，学生还可在网上自由交流

自己的想法和心得，每位学生都有提出问题、独立发表自己见解、解决他人困惑的机会。由此，学生

通过在线学习过程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讨论问题并解决问题，最终大大提升自主学习的能力。

（三） 在线课程教学评价方式多元化实施过程

大规模在线教学实施过程中，学生基于有意义的专业知识建构，展现出多维度综合能力。通过

多元化评价的实施突显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学生多元化创新思维的形成［8-9］。

1.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任课教师、助教、学生、课程评审专家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更加公平公正，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生

全方面发展。

2.评价内容的多维化

知识维度、技能运用、人际交往等多维度评价，可让学习过程中的活跃度、参与度、课题展示的

充分性等更清晰。

3.评价方式的多样化

自我评价、教师评价、督导组评价和专家评价几种方式并存，评价方式更加多样化。为确保评

价的客观性，采用人工评价和计算机评价的相结合的方式。

（四） 在线教学过程中“互联网+”成效形成

大规模在线教学的仓促实施，使得课程教学的实际效果低于预期。然而线上教学实施中出现

的各类问题促进在线教学平台不断完善，基于“互联网+教育”的专业课程在线教学模式正在形成。

1.在线教学平台的适用性

当前教学采用的是直播平台，未形成统一的专业课程教学系统，“互联网+”模式的形成需要进

一步完善平台建设，如：学习平台有清晰的课程学习导航树状结构，学生能清楚地了解线上学习内

容、学习方式、考核方式。各章节的练习、讨论、测试，以及学生的学习浏览情况等都能交互反馈到

教学监控评价体系。

2.实现教学平台线下课堂功能

完善课程公告、推送与管理功能，方便学生第一时间了解课程进度。搭建线上自习室功能，学

生能完成课程在线讨论。

3.任课教师的答疑反馈和学生学习记录功能

教师能在线上平台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统计和跳转，支持教师的即时回复。学生在课堂中可

实时完成笔记的记录，并实现笔记共享。

在上述平台搭建完善的基础上，可形成岩土工程专业课程的个性化在线教学平台，为后期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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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源和知识传递方式，提升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效果。

（五） 专业课程多元模式的在线教学效果

岩土工程专业课在线教学模式突破了原有了教和学的时间和空间限制，重构了传统课堂教学

模式［10］，通过多元化的课程教学方法，更新教材和案例库，引用项目教学，为岩土工程在线课程教学

模式改革提供参考。

1. 增强学生的创新思维

通过线完善线上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效果，为后期的线下线上混合教学的高效实施和有效衔接

提供思路和手段，实现学生在线上教学过程中角色的成功转换，激励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2. 建构新型知识观

新型教学模式能充分展示现代主义建构知识观，特别是实践环节的引入和力度强化实现了专

业课程中陈述性知识向程序性知识的转变，缩小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实现“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科

学研究“三元并重模式。

3. 师生双主体协同效应

由“以教为主”转为“以学为主”，形成“教-导-学”的师生双主体协同关系，通过多元化的评价体

系不断推进课程教学效果的螺旋式提升，实现“学科专业平台化，师生全员创客化，能力建构个

性化”。

四、结语

公共应急背景下岩土工程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式由传统的线下教学转为线上教学，更加重视过

程教学。基于互联网实现专业课程信息化教学，为线下线上混合教学模式提供支撑。更新教学内

容，改革教学模式、方法，完善考核方式，积极运用共享教学资源和“互联网+”的技术手段，拓展现代

化专业课程教学手段，遵循以学生为中心和深度学习的原则，注重“分离式”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的

消解与重构，增加课程直播过程中师生互动交流环节，提升岩土工程专业在线课程的教学质量，促

使学生拥有“能够批判与反思、能够应用、能够分析、能够综合”等的高阶能力。

（1）系统设计知识单元和教学模式。以土木工程一级学科为背景，综合考虑与其他课程的衔

接，按岩土工程大类系列课程思路进行知识单元设计，实现线上与线下混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2）
同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市级教学团队与科研骨干相融合，夯实学生理论基础，构建

“一个核心、二个结合、三个面向、三个层次”的教学体系，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科技创新能

力。（3）重构师生关系。拓展线上教学资源，以信息化技术为手段，调动学生的能动性，充分发挥学

生的潜力，实现教与学的实时动态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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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mode for professional course 
under public emergency conditions

LIU Xianshan， XU Ming， XIE Qiang
(Key Laboratory of New Technology for Construction of Cities in Mountain Area；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P. R. China)
Abstract: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activities provide important thought for efficient teaching and 

study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under public emergency conditions. Considering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college 
education and online teaching, aimed to the onlin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for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some problems are researched, such a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hared teaching resources, single teaching 
process, consumption of diss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mismatch of 
teaching hardware. Thus, corresponding teaching design has been proposed related to the systematical online 
teaching process,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diversification of teaching mode, 
multiple arrangement of student assignments, and process-oriented implementation of examinations, to realize 
the diversified oper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mode, improv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establish 
diversified examination and assessment methods, and promote th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All the above 
achievements can be significa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ies’ large-scale open teaching activities under the public 
emergency conditions.

Key words: public emergency conditions; professional courses; online teaching; teaching mode;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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