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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 周淑彦 

一、案例背景 

为了落实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延期开学期间“停课不停学”有关部署要求，我

校各科开启了学生居家学习指导服务。高考班的数学课应如何开展线上教学？经

过摸索和尝试，我们探索出适合高考班数学课的线上教学模式。 

1.教学背景 

【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数学基础模块上册》 

【课程内容】第一章前三小节集合的关系和运算内容 

【课型】复习课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回顾交集、并集、补集的概念 

能力目标：求交集、并集和补集 

情感目标：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备考信心 

  【教学重点】掌握交集、并集、补集的概念 

  【教学难点】求集合之间的交集、并集和补集 

2.学情分析 

本案例授课对象为中职二年级高考班学生，学生已经完成数学基础模块的学

习，但学生的基础存在较大差异。开学后学生进入高考班进行备考复习。据调查

显示（图 1），本班每位学生都具备手机，部分学生具备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绝

大部分学生的网速情况良好（图 2），可以正常观看直播教学，授课老师具备手

机和平板电脑，网络较好，可以满足正常直播教学。 

 



 

 

图 1 学生线上学习工具调查 

 

图 2 学生网络情况调查 

3.基本思路 

本次线上教学的前期准备如图 3所示，教师的前期准备分为教学资源整合与

线上教学环境搭建两部分。教师收集好微课、课件，在问卷星中制作测试题（图

4）。本课采用的微课为教材配备的资源（图 5）。教学资源搭建需要教师组建好

微信班群，用于通知发布和人员管理；注册“班级小管家”并通知学生加入（图

6）；安装电脑版腾讯会议（图 7）。学生的准备工作只需要加入微信群和“班级

小管家”即可，简单易操作。 



 

 

图 3 线上教学前期准备流程 

 

图 4  问卷星编题后台 



 

 

 

图 5  课本内页微课资源 

 

 

图 6  班级小管家小程序 



 

 

 

图 7  电脑版腾讯会议 

二、案例描述——线上教学实施过程如下表 

课前 
教师发布学习任务和

资源到班级小管家。 

 



 

 

课前 
全部学生已读学习任

务单。 

 

课中 学生观看微课和课件。 

 



 

 

课中 
教师及时了解学生学

习情况。 

  

课中 

大部分同学能按时完

成并上传纸质作业，其

他同学也先后完成。 

 



 

 

课中 

教师批改作业发现，学

生疑问点集中在解一

元二次方程，并及时在

班群进行解答。 

 

 



 

 

课中 
以一周为学习周期，学

生按时完成测试题。 

 

课后 

教师根据问卷星后台

报告查看学生掌握情

况。 

 

课后 

教师根据学生情况利

用腾讯会议进行在线

答疑，点击快速会议并

分享链接到微信群，学
 



 

 

生点击链接进入直播

间。 

 

 

课后 

师生交流直播效果，直

播过程秩序良好，个别

学生麦没关出现环境

音。 

  



 

 

课后 
直播过程录屏上传，供

学生二次观看。 

 

三、案例反思 

 1.教学效果 

通过本次线上教学，学生能较好地掌握了知识点，在测试中，题目正确率基

本达到 86%，平均分达到 86 分（图 8），个别易错问题通过后续的线上答疑也很

好地解答了学生疑问。 

 

图 8  测试题平均分 

2.存在问题 

（1）数学由于学科特点，一般的软件和平台难以呈现特殊的数学公式符号。 

（2）数学解答题需要人工批阅，不适合做成在线作业。 

（3）学生学习主要使用手机，但手机显示课件数学符号会出现乱码。 

（4）信息传递出现延迟，学生总体参与度积极，少数学生交作业拖拉。 

3.解决方法 

（1）制作线上题目时，将公式保存为图片。 



 

 

（2）选择题作为线上测试题，解答题作为纸质作业进行布置，学生拍照上

传纸质作业到班级小管家，教师进行批阅。 

（3）教师直接将课件导出成图片，并上传到“班级小管家”的班级网盘中，

供学生观看和下载（图 9）。 

（4）利用微信群的群公告功能提醒学生查看作业通知，及时跟进学生的作

业进度。 

 

图 9  班级网盘 

4.优化思路 

（1）结合本班的学情，以及高考考点，制作更有针对性的微课作为教学资

源的补充。 

（2）探究数学直播教学更好的呈现形式。 

（3）疫情结束后延续线上教学方式，可改良为课后、节假日远程辅导形式，

作为线下教学的很好的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