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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校网络教学工作的深入开展，校、院两级教学督导组深入

网络教学课堂，了解和掌握授课情况和学习效果，积极收集整理在网

络教学运行过程中发现的好的经验和做法。教务处对各单位推荐的典

型材料，予以整理汇总，编辑发布，供广大教师借鉴，丰富教学经验

和手段，提高网络教学技能，共同提高我校网络教学质量。 

第九集网络教学集萃，撷取了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余金咏、高素

红、范海荣、睢金凯、杨敏 5位教师的网络教学总结与体会，推介给

各单位和老师们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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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授课 

——以农业昆虫学为例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余金咏） 

 

在 2019年 12月份接到 2019-2020-2学期的授课任务后，和农业

昆虫学授课教学团队多次沟通和协商教学任务和计划，积极构思教学

内容和撰写教学授课计划，并做好授课的准备。在 2020 年 1 月底和

2月初相继看到了学校教务处相关 QQ群和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要求，

由于非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做好开学后利用网络授课准备的通知。 

由于以前没有进行过网络授课的教学活动，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在做好授课相关资料准备下，积极上网搜集网络授课的学习资料，认

真研究学习，并与相关农科院校农业昆虫学授课同行进行交流，提前

准备好网络授课的硬件设备，安装并调试，练习相关网络授课平台的

使用。同时，积极参加教学处组织的食品科技学院李汉臣教授、园艺

科技学院王久兴教授和教育学院教育技术教学团队的相关教学视频

培训，学会了很多的现代教育技术和网络教学资源准备。 

为了上好农业昆虫学网络授课，提前写好上课需要讲授的内容，

所利用的教学平台，教学方式，时间分配。针对每个教学内容精选了

慕课教学视频，观看后并提炼可以和同学们互动的教学内容，提前演

练平台的使用和内容的转换，避免授课时由于每个细节不熟悉而出现

的手忙脚乱现象。 

2月 27日上午 1-2节授课，2月 26日下午提前写好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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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案      编号   1    

                           2019-2020 学年度     第 二 学期 

院（系）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教学部 植物保护      任课教师 余金咏   

课程名称 农业昆虫学 授课章节： 第三章 小麦害虫发生规律与防治 第一节 小麦蚜虫 

授 课 班 级 植保 1702 
授课日

期 
2.27 

课 题 第三张 第一节 时 数 2 

教学目的及要求 
能说出小麦蚜虫的种类、识别特征、分布与危害特点，能描述小麦蚜

虫的发生规律与防治技术。 

教 学 重 点 三种小麦蚜虫识别特征和综合防治技术。 

难 点 小麦蚜虫综合防治技术。 

教学方法及教具 
网络授课，直播平台：腾讯课堂，资源：直播讲授、超星泛亚授课内

容、中国大学慕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怡萍教授）。 

课堂设计（教学内容、过程、方法、图表等） 
时间

分配 

一、直播导课 

1．简要说明学习本章的主要内容和学习方法。 

2．介绍本节的内容提要和学习安排、学习的重点和难点，需要掌握的知识点，超星

泛亚课堂课件的获取方法。 

二、中国大学 MOOC 授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怡萍教授） 

1. 小麦害虫发生概述（慕课） 

1.1 学习讨论—小麦害虫各时期的主要害虫（直播，学生可举手上台发言） 

2.小麦蚜虫 

2.1 麦蚜常见种类、分布和危害 

2.2 学习讨论—如何区分三种麦蚜（直播，学生可举手上台发言） 

2.3 麦蚜的生活史和主要习性（慕课） 

2.4 学习讨论—麦蚜的全周期型和不全周期型（直播，学生可举手上台发言） 

2.5 麦蚜虫发生与环境的关系、防治技术（慕课） 

2.6 学习讨论—麦蚜化学防治方法（直播，学生可举手上台发言） 

三、思考并讨论 

调查你所在地为害小麦的蚜虫种类，有蚜株率和百株蚜率，并决定是否防治。

如要防治，打算采取何种措施？（直播，学生可举手上台发言） 

四、教师小节 

1.学生到课情况，网络情况 

2.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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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设计（教学内容、过程、方法、图表等） 

时间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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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的重点和难点讨论情况 

4.各环节时间掌握情况 

5.布置下次课授课内容和任务。 

 

 

 

作 业 及 

课程资源获取渠道 

1.课后作业： 

阅读并学习“石家庄市 2020 年春季小麦重大病虫草害综合防控方

案（2 月 26 日颁布）” 

2.课程资源获取渠道： 

1.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超星泛雅课堂（农业昆虫学）网址 

 http://i.mooc.chaoxing.com/app/myapps.shtml 

2. 学银在线（农业昆虫学  南京农业大学洪晓月教授主讲）网址： 

 http://www.xueyinonline.com/ 

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精品课程网站（农业昆虫学 仵均祥教授主讲）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5676282?p=33 

4. 中国大学 MOOC（湖南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  农业昆虫学）网址：https://www.icourse163.org/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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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睡觉前通知学生第二天上课需要登录的平台及登录方式。然

后自己又把所有的授课内容和操作细节进行了演练了一遍。八点正式

授课，然后 7 点 20 分就打开电脑，启动登录授课平台，导入授课内

容，做好上课前的准备，通知同学们上课的平台。上课提前 10分钟，

并参看学生到课情况，在授课 QQ 群体性没有登录平台的同学们及时

登录平台上课，并及时核对学生到课情况，并做好备案。 

http://i.mooc.chaoxing.com/app/myapps.shtml
http://i.mooc.chaoxing.com/app/myapps.shtml
http://www.xueyinonline.com/
http://www.xueyinonline.com/
http://www.xueyinonline.com/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5676282?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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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时先利用直播的方式导入自己的提前做好的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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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进行授课，注意同学们授课反应并及时调整，并注意和同学

互动，及时掌握他们的注意力。下面是授课过程中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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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一个内容后要及时和同学进行讨论，拓展同学们的思路，让

同学们积极思考并发言，对同学们的发言内容多鼓励，多启发，让同

学们网络课堂上身体动起来，思维活跃起来，让学生整个人忙起来，

做好停学不停课，提高线上教学效果，通过多种灵活的教学方式，让

同学们爱上线上教学，线上课堂内容一点不打折。 

 授课完成后，要给同学们提供尽可能多的获取教学资源的渠道，

让愿意学，想学的同学们有事干，还可以让同学们对将来考研的学校

相关专业课程教师有了更多的了解。如农业昆虫学给同学们提供的获

取网上教学资源的途径： 

 

      课后提供给同学们最新的权威的系统的专业学习资料，拓展同

学们的知识，让他们对专业知识的应用型重要的认识，通过他们阅读

实践中的专业知识，遇到不太明白的地方，又促使同学们学习专业知

识的积极性。如本章提供给同学们一个最新的专业阅读材料。 

   石家庄市 2020年小麦重大病虫草害防控技术方案（2月 26日） 

为有效控制小麦病虫草害危害，保障小麦生产安全和质量安全，

特制定本方案。 

一、防控目标 

重点防控小麦白粉病、条锈病、蚜虫、吸浆虫、麦田杂草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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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草害，兼顾麦蜘蛛、纹枯病、根腐病、赤霉病、茎基腐病等。防

治处置率 90%以上，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 40%以上，绿色防控技术

覆盖率 30%以上，综合防治效果 85%以上，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5％

以内。 

二、防控策略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统筹协调、因地制宜、综合防控的

原则，采取农业措施与化学防治相协调、农艺与农机相融合、应急处

置与持续治理相兼顾，统防统治与群防群治相结合的防控策略，抓住

重大病虫、重要时段、统筹兼顾、综合施策、安全用药、科学防控，

促进农药减量控害，确保小麦产量和质量安全。 

三、防控措施 

根据小麦不同生育阶段，明确主攻对象，要统筹兼顾，全程谋划，

综合防控。在小麦生长全过程，严密监测和及时防治小麦条锈病，防

止大面积流行危害。 

（一）小麦返青-拔节期 

重点防控麦田杂草和纹枯病，兼顾白粉病、蚜虫、麦蜘蛛、茎基

腐病等。一是农业措施。清沟理墒，合理施肥，科学化控，控旺促弱，

培育适宜群体数量；二是生物防治。人工释放异色瓢虫、蚜茧蜂等天

敌控制蚜虫；使用井冈霉素、多抗霉素、木霉菌、苦参碱、耳霉菌等

生物农药控制纹枯病、蚜虫。三是化学防治。麦田杂草返青期只防治

阔叶杂草，小麦拔节后禁止用药；禾本科杂草春季不宜再进行化学防

控，在抽穗前进行拔除。防治纹枯病推荐使用戊唑醇、丙环唑、氟环

唑、噻呋酰胺等高效低毒低风险化学农药以及生物农药，用足水量，

确保效果。 

（二）小麦孕穗期-扬花期。 

重点防控赤霉病、吸浆虫，兼顾麦蚜、白粉病、条锈病等。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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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预防、适期用药的防控策略。一是适期用药。掌握小麦扬花初期

这一关键时期，主动用药预防赤霉病；针对吸浆虫，应做好成虫期防

治；二是对路用药。选择氰烯菌酯、戊唑醇等高效对路安全药剂，防

治赤霉病要尽量不使用效果差、用量大、抗性水平高、易刺激产生毒

素的药剂，如多菌灵；三是精准用药。选用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植保

无人机等作业效率高、农药利用率高、防治效果优的药械，用足药量

和水量，保证防治效果。 

（三）小麦灌浆成熟期。 

重点控制麦蚜、白粉病、条锈病、纹枯病等。一是针对病虫害发

生种类，实施“一喷三防”措施。选用氟环唑、噻虫嗪等高效低毒安

全的杀菌剂、杀虫剂，并与生长调节剂、叶面肥等科学混用，药肥混

喷，综合施药，防病治虫，防早衰防干热风，一喷多效。二是适时抢

收。小麦成熟收获期，及时收割、晾晒，如遇阴雨天气，应采取烘干

措施，防止收获和储存过程中湿度过大，导致赤霉病菌再度繁殖，造

成毒素二次污染。 

四、重大病虫防治技术 

（一）赤霉病 

在调优种植结构、推广抗性品种的基础上，做好赤霉病的适期预

防。坚持“立足预防、适时用药”不放松，小麦抽穗扬花期一旦遇连

阴雨或连续结露等适宜赤霉病流行天气，做好监测预警，发动群众施

药预防，降低流行风险。选用氰烯菌酯、戊唑醇、丙硫菌唑等单剂及

其复配制剂，合理轮换用药。在赤霉病对多菌灵已产生抗药性的麦区，

停止使用多菌灵。 

（二）条锈病 

加强病情监测，落实“发现一点，防治一片”的防治策略，及时

控制发病中心；当田间平均病叶率达到 0.5%－1%时，组织开展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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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应急防控，并且做到同类区域防治全覆盖。防治药剂可选用烯唑醇、

戊唑醇、氟环唑、已唑醇、丙环唑、醚菌酯、吡唑醚菌酯、烯肟·戊

唑醇等。 

（三）白粉病 

当病叶率达到 10%时进行喷药防治，抽穗至扬花期可与赤霉病等

病虫害防治相结合。病害常用药剂有烯唑醇、腈菌唑、丙环唑、氟环

唑、戊唑醇、咪鲜胺、醚菌酯、烯肟菌胺等；严重发生田，应隔 7－

10天再喷 1次。要用足药液量，均匀喷透，提高防治效果。 

（四）纹枯病 

小麦返青至拔节初期，当病株率达 10%左右时，进行喷雾防治；

药剂可选用噻呋酰胺、戊唑醇、丙环唑、井冈霉素、多抗霉素、木霉

菌、井冈·蜡芽菌等。 

（五）茎基腐病、根腐病 

茎基腐病在返青拔节期，选用戊唑醇、丙硫菌唑对准茎基部喷施

防治。根腐病在扬花初期叶面喷施丙环唑、戊唑醇等药剂防治。 

（六）蚜虫 

当苗期蚜量达到百株 500头时，应进行重点挑治。穗期田间百穗

蚜量达 800 头，益害比（天敌：蚜虫）低于 1：150 时，可选用吡蚜

酮、啶虫脒、吡虫啉、抗蚜威、苦参碱、耳霉菌等药剂喷雾防治。有

条件的地区，提倡释放蚜茧蜂、瓢虫等进行生物控制。 

（七）吸浆虫 

重点抓好小麦穗期成虫防治。一般发生区当每 10 复网次有成虫

25 头以上，或用两手扒开麦垄，一眼能看到 2 头以上成虫时，尽早

选用阿维·吡虫啉、高效氯氟氰菊酯、氯氟·吡虫啉等农药喷雾防治。

重发区间隔 3天再施 1次药，以确保防治效果。发生程度在 4级以上

的重大地块，在蛹期采取撒毒土防治，选用毒死蜱、毒·辛、二嗪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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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药剂。 

（八）麦蜘蛛 

在返青拔节期，当平均 33 厘米行长螨量达 200 头时，可选用阿

维菌素、联苯菊酯、马拉·辛硫磷、联苯·三唑磷等药剂喷雾防治，

同时可通过深耕、除草、增施肥料、灌水等农业措施进行控制。 

（九）麦田杂草 

冬前没有进行化学除草的麦田，在返青后拔节前做好阔叶杂草的

防治，可选氯氟吡氧乙酸、双氟·氟氯酯、双氟·氯氟吡等药剂。除

草剂要严格按照说明书推荐剂量使用，不重喷不漏喷，在晴天无风、

白天气温不低于 10℃、上午 9 点至下午 4 点间施药。禾本科杂草在

抽穗前进行拔除。拔节后禁止施药，以防出现药害。 

五、专业化统防统治主推技术 

（一）小麦条锈病全程防控技术 

采取“加强监测、及时防控，发现一点、控制一片，发现一片、

控制全田”的技术措施。对发病区应全面开展专业化应急防控，严格

控制病情，防止条锈病大面积爆发危害。 

（二）小麦赤霉病预防技术 

密切关注抽穗扬花期天气预报，如天气预报未来 2天有阴雨、露

水和多雾天气，应于小麦扬花初期组织开展统防统治，做到见花打药，

主动预防。 

（三）穗期病虫“一喷多防”防治技术 

小麦抽穗至灌浆期是赤霉病、条锈病、白粉病、麦蚜、吸浆虫等

多种病虫同时发生危害的关键期，可选用合适的杀菌剂、杀虫剂、生

长调节剂、叶面肥科学混用，综合施药，药肥混喷，防病治虫，防早

衰防干热风，一喷多效。 

“一喷多防”常用农药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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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杀虫剂：吡虫啉、啶虫脒、吡蚜酮、噻虫嗪、辛硫磷、溴氰

菊酯、高效氯氟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氰戊菊酯、抗蚜威、阿维菌

素、苦参碱等。其中，吡虫啉和啶虫脒不宜单一使用。 

2、杀菌剂：烯唑醇、戊唑醇、己唑醇、丙环唑、苯醚甲环唑、

咪鲜胺、氟环唑、噻呋酰胺、醚菌酯、吡唑醚菌酯、氰烯菌酯、丙硫

唑·戊唑醇、丙硫菌唑、蜡质芽孢杆菌、井冈霉素等。 

3、叶面肥及植物生长调节剂：磷酸二氢钾、腐殖酸型或氨基酸

型叶面肥、芸苔素内酯、氨基寡糖素等。 

阅读这些专业知识不仅能增加他们学习课程的积极性，还能对他

们将来就业对专业知识的掌握，了解生产一线的情况，尤其是去参加

农资企业面试需要掌握的最新农药类型和名称，对他们考研专业知识

的综合应用也有好处。 

上完网课后，要及时进行总结，对做得好的地方及时写下来，不

好的地方也要马上写下来，然后去进一步研究，争取下一次做的更好。

如 2月 27日授课后马上写的总结： 

2020 年第一网络授课在充分准备下，授课顺利，设备和网络资

源、直播较为顺利，没有出现慢、卡等现象，同学们参与课堂讨论的

积极性高，同学上台发言时语音清晰、流畅，效果好；整堂课按时完

成了授课内容。不足之处，开始声音设备没有调到最好的状态，下次

提前试音；个别同学出现了网络不太稳定，偶尔掉线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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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昆虫学》网络教学授课流程 

（农业与生物科技学院 高素红） 

 

 

 

 

 

 

 

 

 

 

 

 

 

 

课前预习（泛雅自建课及资源） 

课前督导（泛雅平台， QQ 群） 

上课（雨课堂，腾讯直播） 

签到；观看视频 

PPT 直播讲解、布置答题互动 

下课，批改作业 

师生反馈；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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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业昆虫学”泛雅平台自建课程展示-1 

图 2 “农业昆虫学”泛雅平台自建课程展示-2 

 

图 3 “农业昆虫学”泛雅平台自建课程展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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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学生课前预习数据（泛雅平台）展示-1 

图 5 学生课前预习数据（泛雅平台）展示-2 

 

图 6 课前督导学生学习（QQ群）展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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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课前督导学生学习（QQ群）展示-2 

 

      （学生端）                           （教师端） 

图 8 腾讯课堂授课直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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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雨课堂授课直播展示（学生端） 

 

 

图 10雨课堂授课直播展示（教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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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雨课堂授课展示（发送题目，与学生互动）-1 

 

图 12 雨课堂授课展示（发送题目，与学生互动）-2 

图 13 雨课堂授课后台数据展示（含答题批改情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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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雨课堂授课后台数据展示-2 

 

图 15 雨课堂授课后台数据展示-3 

 

图 16 雨课堂授课后台数据展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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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评价》网络教学总结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范海荣）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学校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工作要

求，更好的保证网络线上教学的质量，我充分发挥各个沟通渠道、在

线平台的优势，建立了《环境质量评价》课程班级沟通微信群，提前

告诉同学们延期开学期间课程如何安排，如何上课等；在智慧树上建

课，上传发布学习资料，布置预习任务和课后作业，有利于学生课前

预习和课后复习；腾讯课堂直播互动，进行签到、讲解、举手提问、

讨论区讨论，方便直观，而且还有课程回放功能，有利于学生反复观

看收听。 

 

 

 
 

 

 

 

 

 

 

 

 

 

 

 

 

 

 

 

 

 

 

 

 

1.建立课程微信群，提前和学生沟通网络安排课程，制定网络拥堵预案 



 25 

 

 

 

 

 

 

 

 

 

 

 

 

 

2.提前布置课程预习任务 

 

 

 

 

 

 

 

 

 

3.智慧树上建立《环境质量评价》课程，发布课程相关章节资料 

4.随时掌握同学们的预习、资料下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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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智慧树上布置作业、问答讨论 

 

 

 

 

 

 

 

 

 

 

 

 

 

 

 

 

 

 

 

       6.结合时事进行讨论思考，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环境保护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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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教学课程感受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睢金凯） 

 

本学期我承担了农学专业（对口）1801和 1802两个班的《植物

生理学》课程，每周四 3、4 节一堂课，建课平台——超星学习通，

由于普遍存在的网络问题，遵从上级指示，选择录播的授课方式。 

两个班共 60人（原有 61人，在签到的时候少一人，经与学生干

部沟通，确定有一人退学），在学校紧张有序的安排中，提前一周已

将同学们批量导入课程中来。周一（2月 24日）有 17重修学生通过

微信找到我，与其沟通后该同学帮我将 17 重修的全部同学导入课程

中，至此全部同学到位。与此同时，我们建立了微信群，以便即时沟

通。 

第一节课前通过超星学习通手机端通知学生第一节网络课程的

内容及注意事项，并在上课前 10分钟发起签到，督促学生按时上课。

每堂课按照内容设置为 3-5 个小节，每小节一个 10 分钟左右的短视

频，以尽可能顺应学生注意力集中规律，提高学习效率；每小节视频

课程后设置课堂测验，趁热打铁，加强记忆；课程视频防拖拽，防止

学生偷懒；课程设置为闯关模式（即观看完上一个任务点，下一个任

务点才能打开），增加趣味性的同时，起到监督作用，只要在系统中

能够看到学生按时提交了最后一小节课堂测验，即可推测其没有早退，

配合课前的签到，基本防止了学生的“逃课”现象。实践证明，该方

法可行性强，效果很好。课后督促学生及时提交课堂测验，并及时批

改作业。 

视频课程见附件 1，PPT见附件 2，教案见附件 3，课前通知及签

到情况见附图 1，课堂测验催交和作业批改见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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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课前通知及签到 

 

 
附图 2 课堂测验催交和作业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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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教学授课总结 

 （农学与生命科技学院 杨敏） 

钉钉平台直播，QQ群辅助 

准备：注册钉钉电脑版软； 

课件：删除课件中练习题目的答案部分，提前 1-2 天发给学生； 

课前准备： 

1. 要求笔记，课后立即拍照发 QQ群或邮箱； 

2. 课前 15min、10min在 QQ群提醒，进入钉钉平台； 

3. 课前 10 min钉钉课程群中发准备上课的信息，在该信息的右

下角处自动显示未阅读的人数，点击后可显示姓名，以此初步判断当

前已上平台的学生总人数， 

4. 开启直播：输入直播主题（日期-课程名称），选择直播模式

（屏幕分享模式），同时开启“直播保存回放”和“支持连麦”，创建

直播； 

5. 学生端发现“正在直播”后可点击进入，教师端需打开麦克

风和扬声器，同时互动面板会时时显示已进入直播课堂的学生人数和

姓名， 

6. 课前 5min 发语音要求学生考勤（随机设置考勤模式），限时

结束，同时在互动面板也会显示即时上课的总人数； 

7. 教师在电脑端打开 ppt 课件，准时正式授课，教师端的屏幕

可实时显示在学生端； 

8. 随机点名，要求学生口头回答课程中设置的练习题，互动面

板中的连麦列表中会实时显示，并且全班人员均可听到师生对话； 

9. 课程中的某个问题老师能否讲明白可要求学生及时回复“1”

或“2”。 

钉钉平台优点： 

直播稳定、流畅；上手较快，没有复杂程序； 

平台需改进： 

每次连麦仅支持 1人，且需由学生申请、教师端接受后才可联通，

存在延时或滞后，同手网络传输效率的影响。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