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开大学教务处文件

教通字〔2022〕5 号

南开大学 2022 年春季学期本科教学工作方案

各学院、教学部：

根据市教育两委有关工作要求，为保障我校 2022 年春季学

期本科教学工作平稳有序运行，制定本方案。

一、教学工作安排

（一）线上教学

根据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部署，2 月 14 日——3 月 6 日暂实行

全面的线上教学，恢复线下教学时间将根据疫情防控工作实际情

况及天津市相关要求另行通知。

各单位参照《天津市普通高校在线教学工作指南（试行）》

（附件 1）要求，可依托中国大学 MOOC 等公共平台，学校部署

的学堂云、长江雨课堂、智慧树在线大学等教学平台，辅以腾讯

会议、飞书等视频会议系统，开展在线教学工作。鼓励任课教师

采用“异步在线教学模式”，即引入优质 MOOC 资源或发布自主建



设的课程资源，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二）线下教学

全面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后，任课教师可采用线下模式安排教

学活动，但仍应做好线上教学准备，根据疫情动态和市教育两委

的工作部署，随时切换为线上教学，最大程度保证教育教学秩序。

因疫情原因不能返校参加线下学习的学生，采用“课堂教学+

平台直播”方式，做到“一生一案”调整学习计划，保证未返校

学生达到同等学习效果，具体如下：

1.使用直播平台

教师在教室开展线下教学的同时，利用长江雨课堂、智慧树

在线大学等教学平台或飞书等视频会议系统将教学情景直播给

未返校学生，并通过各种方式与学生建立联系，监督学生学习效

果。

2.选课学生均无法返校或教师因特殊原因无法进行线下教

学的，经教师申请、开课单位批准并报教务处备案后，可采用纯

线上教学模式。

（三）实习实践类课程

各学院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实习实践方式，可在校内完成的

实习、实践类课程，按照学校疫情防控要求合理设计实施方案；

需校外开展的实习、实践类课程，可以调整实习、实践时间的，



应调整时间进行，不能调整时间的应根据学校疫情防控要求以及

实习实践地区和单位要求，在保证学生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四）毕业论文（设计）

开展线上教学期间，将毕业论文（设计）线下指导变为线上

指导，充分利用网络沟通手段和网络资源，指导学生按计划开展

毕业论文（设计）撰写。全面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后，指导教师可

采用线下模式开展毕业论文（设计）的指导工作，并针对因疫情

原因不能返校的学生制定单独的方案，以保证顺利完成毕业论文

（设计）的撰写。

各学院应利用好现有资源，将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与学生

创新科研训练相结合，充分挖掘前期工作积累，减轻返校后的工

作压力。对需要开展实习、调研或赴其他高校才能完成的选题，

学院可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安排指导教师与学生做好沟通，变

更选题或者调整研究内容，可以文献综述的形式完成毕业论文

（设计）。

所有毕业生均应按期参加论文答辩。各学院在答辩安排中，

要选择通风和卫生条件良好的地点，采用小规模、分期、分批的

组织形式。对在境外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或因疫情防控等因素

不能及时到校参加毕业论文答辩的学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内

提交论文并经答辩委员会书面评审后，可采取网络视频等灵活的



答辩方式。

二、教学秩序保障

引导教师做好开展教学工作，强化过程化考核，即将平时的

问题研讨、作业习题、团队合作、展示汇报、设计报告、随堂测

验等均计入总评成绩，且平时测评或考核的次数不少于 6 次，建

议期末考试占总评成绩的比例不超过 50%。

加强课程考勤管理，做好教学过程中的健康状况检测。任课

教师要调查了解学生的缺课缺勤原因，若因疾病或不适症状缺课

缺勤，应详细记录所患疾病或症状信息，及时将相关情况通报开

课单位教务部门，并由教务部门报学生所在单位的学生管理部

门。

三、教学质量监督

各单位应按照《南开大学强化本科课程质量多维督导评价的

指导意见》和《南开大学本科教学事故的认定和处理办法》，对

本单位本科课程教学质量进行监控。各单位分党委对教师上传的

相关资源进行审核，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附件:1.天津市普通高校在线教学工作指南（试行）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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