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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霜荏苒，岁月不居。距离新冠肺炎疫情突袭，全校师生和衷共济、

同心抗疫，第一次全员开展在线教学已近整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新

年贺词中总结道：“我们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诠释了人间大爱，用众志成

城、坚忍不拔书写了抗疫史诗。”了不起的每个人都是伟大抗疫精神的铸就

者和实践者，包括疫情中坚守教学岗位、“停课不停教”的每一位教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重塑世界。随着自然物与数字物的相互交融，世界进

入了以数字技术作为运行规则的数字时代。万物数字化，一切都建立在电

子信息的基础上，信息传输高速便捷，海量数据资源化并在网络空间集聚，

物理空间拓展到虚拟空间，复制性、即时性、高效性、动态性、倾向秩序



 

 

性等时代特征尽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高等教育也在经历深刻变革，

该如何以新的教育形式，培养学生适应并引领未来社会发展的能力，教师

们一直在探索。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挑战了原有的教学生态，影响了正常复课。“明者因

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既善于积势蓄势谋势，

又善于识变求变应变”，“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推动新时

代教与学发展，必须适应时与势的变化。于是，全员线上教育兴起，这种

因时为法、随事而制的变革能力，让我们每一所学校都攻坚克难，化危为

机并昂扬前行。教师们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迎难而上、主

动作为，如教育部陈宝生部长所言，全国教师面向 2.8 亿名学生开展了一

场大规模在线教育实践，有效实现了“停课不停教、不停学”，为中国特色

的复学复课、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了重要贡献。西南交通大学教师

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他们锤炼了主动求变的胆魄，用自己的教育教学行动

促使信息科技辅助教学释放新动能，把握了发展的主动权，在经历风雨中

成长，在应对挑战中发展。  



 

 

回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日子，在学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学校适应

新形势，应局而动，加强对高等教育面临挑战的分析研判，作出了完善的

线上教学方案。线上教学开展初期，老师们迷茫过，忐忑过，焦灼过，教

务处和党委教师工作部（教师发展中心）识变应变求变，面对教学场域的

变化，深入探索“互联网＋教育”“智能＋教育”新形势下教师发展工作模式

与方法，通过编写在线教学指南、开展系列云端讲坛、动员各学院教学共

同体交流研讨等举措，持续赋能教师能力提升。老师们陆续登场，进行了

线上教学初体验，逐渐在数字时代游刃有余地应对新型教学环境，在求变

应变中产生了许多宝贵的心得与经验。我们相信研讨出智慧，“战‘疫’师说”

专栏应运而生，老师们探讨交流、相互启迪、共同提升发展的园地和平台

由此搭建。该专栏表达了“与您在一起”的陪伴，为老师们提供了坚定的教

学支持。他们将在线教学的思考实践付诸笔端，阐述数字时代教学求变、

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体悟，对于如何立德树人、优化教学设计、改革教

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深化学习效果有了系统深刻的认识。  

老师们从问题出发，针对线上教学集体活动缺失和学生学习孤独感增



 

 

强等症结，运用多元教学方法，实现知识点的有效供给；观察聆听学生，

促进学生自主探索，发掘问题，建构知识并进行内化和迁移，促使学习高

效生发。有不少老师发现，教学中应体现技术适度原则，技术只是辅助手

段，教学重心应是教学模式的选择、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的实施、教学资

源的统筹和教学活动的组织，这一切，直击教学的核心和本质。  

老师们体认到，线上教学使作为学生的这一代网络原住民在自己地盘

上表现得自信与自如，他们尝试与学生从形式上建立“联系”到实质上建立

“连结”。他们认为，教学是在学生心中播下种子，应能够促进学生的高阶层

认知，培养学生在未来合理决策的思维方式以及获取知识和掌握技术的能

力。在这样的课堂，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相长，师生共创优质教育内容。 

这里有对数字时代教学形态和教育教学的理性思考，有关于教学理念

意识转变的阐述，有如何实现以学为中心教学的探索，有对教师角色定位

的分析，有加强爱国教育和生命教育等课程思政内容的有机融入，有优化

教学设计进而实施有效教学建设的路径，有教学模式创新的探究，有对教

学过程的全方位还原，有充满创意的教学实践，有及时链接各种教学资源



 

 

的尝试，有重视对学生反馈的感悟，有推进教学学术的努力，有师生线上

互动的宝贵留存，还有对伟大抗疫精神的致敬……大家用教与学感受着这

场战“疫”进程中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效率。  

后来，35 则抗“疫”故事成为交大师生共克时艰的教学记录。一篇篇教

学心得，对校内外在线教学建设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一则则教学故事，

传递着特殊时期动人的力量。老师们应用信息技术的内生动力被激发了，

他们主动适应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在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后，

也孜孜运用“互联网＋”技术有效开展混合式教学。  

西南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顺洪对学校教师寄予厚望，希望老师们讲政

治，依靠组织，依靠学校，在复兴交大中成长成才，成就大业，实现人生

价值。校长杨丹指出，学校高度重视并加快推进教师的发展成长等惠师强

师政策，加快一流教师队伍建设。校党委副书记桂富强给学校教师的希

望是：做发光有电心热的老师，怀着对教育对学生的一颗赤子之心，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副校长冯晓云勉励老师们葆有教学热情，做好科学研

究，不断增加教学的厚度和广度，站稳三尺讲台。党委教师工作部（教师



 

 

发展中心）和教务处也将一如既往，为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提供高质

量支撑。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在教育部擘画“十四五”期间高质量教

育体系的关键时刻，我们将老师们的“教学求变”文章集结出版。这本书是

老师们积极探索数字时代教育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的写照，

您会从中读到积极乐观、坚毅创新，相信会给高校教师同仁以启发。  

期待每一位老师在教书育人的路上能够收获一路风景，实现立德树人

根本目标，不断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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