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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南 大 学 教 务 处  
 

 

校机教〔2019〕56 号 

                             

 

 
关于公布 2019 年度校级在线开放课程立项结

果的通知 
 

学校各有关部门、单位：  

根据《关于认真做好 2019 年东南大学在线开放课程立项

建设工作的通知》（校机教〔2019〕4 号）文件要求，在教师

个人申报、院（系）推荐的基础上，学校组织专家对申报项

目进行了会评，确定建筑学院王建国老师主持的《建筑类学

科概论课程群》等 12 个课程群、建筑学院徐小东老师主持的

《城市设计概论》等 45 门课程为 2019 年东南大学在线开放

课程（群）立项建设项目（见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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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立项项目的顺利实施并取得实质性成果，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项目的资助与管理 

为了帮助课程负责人更好地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在线开放

课程建设中，经批准立项的在线开放课程将由教务处投入经

费，统一进行招投建设。课程资源的制作由中标单位负责，

建设技术规范参照附件 3《江苏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技术规

范》。课程负责人和团队成员必须积极配合中标单位进行课程

的建设，具体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制定脚本，录制视频，设

计课件、作业、讨论、测试、考试等满足教学活动必备的材

料。 

二、立项项目的检查与验收 

所有立项课程须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建设，教务

处将组织校内外专家对课程进行结题验收。验收通过的课程

须尽快在“中国大学 MOOC”上线，首先应用于本校教学；在

此基础上，积极推广，在全国高校发挥示范辐射作用，并在

社会学习者中产生一定的影响。课程团队必须按照教学进程，

持续为学习者提供有效的教学服务，及时更新和完善课程内

容。实际应用效果好的课程，将根据江苏省在线开放课程和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申报条件，直接予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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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开放课程的兴起，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正

在促进教学内容、方法、模式和教学管理体制机制发生变革，

给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各院（系）

及项目负责人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加强课程建设和管理，

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应用

与共享，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附件：1. 2019 年东南大学在线开放课程群立项建设名单 

      2. 2019 年东南大学在线开放课程立项建设名单 

      3. 江苏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技术规范 

 

东南大学教务处 

2019 年 4 月 15 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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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东南大学在线开放课程群立项建设名单 

序号 学院 课程群名称 
课程群 

负责人 
分课程名称 

分课程 

负责人 

1 建筑学院 
建筑类学科 

概论课程群 
王建国 

建筑概论 韩冬青 

风景园林概论 成玉宁 

建筑历史与理论概论 陈薇 

建筑环境与技术概论 张宏 

2 建筑学院 
建筑设计 

课程群 
韩冬青 

建筑设计入门 朱雷 

建筑设计进阶 夏兵 

建筑设计专题 鲍莉 

3 建筑学院 
建筑理论与 

设计专题系列 
史永高 

建筑理论与设计（双语）I-空间 朱雷 

建筑理论与设计（双语）II-功能 王正 

建筑理论与设计（双语）III-地形 史永高 

建筑理论与设计（双语）IV-建构 陈洁萍 

4 建筑学院 
建筑史论 

课程群 
陈薇 

中国古代建筑史论 沈旸 

基于中国古典意向的跨学科设计 贾亭立 

外国建筑史论 汪晓茜 

基于外国建筑史论的多元理论研讨 王为 

5 建筑学院 
景观规划设计

课程群 
成玉宁 

景观规划设计Ⅰ 杨冬辉 

景观规划设计Ⅱ 李哲 

景观规划设计Ⅲ 成玉宁 

6 
能源与环境

学院 

环境微生物—

环境化学—生

态学—工程流

体力学课程群 

余冉 

环境微生物 陆勇泽 

环境化学 杨忠莲 

生态学 孙丽伟 

工程流体力学 王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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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土木工程 

学院 

土木类专业 

课程思政

MOOC 

课程群 

陆金钰 

刘静 

土木工程概论 邱洪兴 

工程管理概论 李德智 

工程力学概论 杨福俊 

水科学与工程概论 杨小丽 

工程伦理 何厚全 

8 
电子科学与

工程学院 

微电子系统 

技术课程群 
黄庆安 

高频集成电路 廖小平 

纳微光机电系统基础 万能 

微纳加工技术 周再发 

微芯片上的实验室 朱真 

新型微纳电子器件 黄晓东 

模拟集成电路 沈克强 

数字集成电路 沈克强 

9 交通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

交通运输类在

线开放课程群 

陈峻 

交通分析 I 陆建 

交通分析 II 王昊 

交通仿真实验 任刚 

交通工程案例分析 过秀成 

交通数据挖掘技术 陈淑燕 

桥梁工程 刘其伟 

土木工程材料 高英 

卫星导航定位原理与应用 高成发 

10 
仪器科学与

工程学院 

智能感知与测

控系统课程群 
宋爱国 

传感器技术 宋爱国 

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 宋爱国 

测试信号分析与处理 王爱民 

11 法学院 
工程法学 

课程群 
周佑勇 

工程法原理 叶树理 

工程公法 杭仁春 

交通法 顾大松 

工程争议解决实务专题 黄喆 

12 医学院 
医学影像学 

核心课程群 
居胜红 

放射诊断学 居胜红 

影像解剖学 彭新桂 

影像技术学 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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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东南大学在线开放课程立项建设名单 

序号 学院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1 建筑学院 城市设计概论 徐小东 

2 建筑学院 城市规划与设计 阳建强 

3 建筑学院 风景园林设计原理 成玉宁 

4 机械工程学院 汽车理论 王金湘 

5 机械工程学院 质量控制 肖锋 

6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 贾民平 

7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制图 李冰珏 

8 机械工程学院 控制工程基础 许飞云 

9 机械工程学院 设计原理与方法 I 毕可东、钱瑞明 

10 机械工程学院 设计原理与方法 II 阚亚鲸、魏志勇 

11 机械工程学院 机电控制技术 郁建平 

12 能源与环境学院 工程热力学 华永明 

1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磁场与波 殷晓星 

1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通信原理 宋铁成 

15 土木工程学院 
面向全国大学结构竞赛的

创新实践——竹木结构 
孙泽阳 

16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结构抗震与防灾 张志强 

17 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结构设计 邱洪兴 

18 土木工程学院 桥梁工程 刘钊、贺志启 

19 土木工程学院 国际工程管理 邓小鹏 

20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经济学原理 黄有亮 

21 土木工程学院 理论力学 A(Ⅱ) 董萼良 

22 土木工程学院 土力学 童小东 

23 土木工程学院 基础工程 戴国亮 

24 土木工程学院 结构力学 周臻 

25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现代光学基础 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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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号与系统 肖梅 

27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结构与逻辑设计 陈洁 

28 数学学院 高等数学 潮小李 

2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系统综合设计 杨全胜 

30 物理学院 大学物理实验 戴玉蓉 

3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金属凝固原理 廖恒成 

32 人文学院 法理 刘艳红 

33 人文学院 伦理 樊和平 

34 经济管理学院 创新的旅程 葛沪飞 

35 外国语学院 医学英语 吴之昕、郭锋萍 

36 外国语学院 英文技术写作 陈美华 

37 化学化工学院 物理化学实验 张进 

38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导航定位控制与应用 黄丽斌 

39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智能汽车技术 李煊鹏、秦文虎 

40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 梁戈玉 

41 公共卫生学院 劳动环境与健康 孔璐 

42 公共卫生学院 公共卫生应急学 金辉 

43 医学院 系统病理学（全英文） 李懿萍 

44 医学院 核医学 李澄 

45 医学院 神经精神病学 张志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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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江苏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技术规范 

一、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含视频、教学资料（PPT 课件、参考资料等）、随堂测验、

课堂讨论、单元测验及单元作业、考试。 

应保证各类教学资源知识产权清晰、明确，不侵犯第三方权益。 

各类资源的具体规范如下： 

1. 视频（教师的授课录像） 

（1）技术要求 

时长范围：5~25 分钟（尽量控制在 20 分钟以内）； 

视频格式：视频采用 MP4 格式，单个视频文件小于 200M，视频采用

H.264 编码方式，分辨率不低于 720p（1280×720，16:9）； 

音频：清晰，无交流声或其他杂音、噪音等缺陷； 

课程简介：如制作课程简介视频，建议长度 50~60 秒。 

（2）拍摄要求 

画面中教师以中景和近景为主，要求人物和板书（或其他画面元素）

同样清晰，不建议无教师形象的全程板书或 PPT 配音。 

录像环境应光线充足、安静，教师衣着整洁，讲话清晰，板书清楚。 

视频片头/片尾（可选）：片头和片尾的总长要求控制在 10 秒以内。

一个教学单元内，如果有多个视频，建议仅在第一个视频加片头，在最后

一个视频加片尾。 

（3）字幕文件（可选） 

字幕文件应单独制作并上传，不能与视频合并，要求用 srt 格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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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规范字，不出现繁体字、异体字、错别字。 

（4）课间提问 

时长超过 5 分钟的视频应插入课间提问；有条件的课程，建议每 5～

6 分钟插入一次。课间提问为 1 道客观题，题型可以是:单选题、多选题、

填空题、判断题。 

课间提问不计入平时成绩。 

2.教学资料 

教学资料可以是课程教学演示文稿或其他参考资料、文献等。 

演示文稿和其他格式文档需以 PDF 文档的格式上传；也可使用平台

提供的富文本编辑器在线编辑。例如，每讲的 PPT 教案，可放在该讲教学

内容的最后，供学生下载。 

3.随堂测验 

随堂测验可以方便学生即学即练，也便于老师随时考查学生对教学内

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随堂测验没有提交时间的限制，也不会计入学生的

平时成绩。 

随堂测验由客观题组成，平台自动判分；题型可以是单选题、多选题、

填空题或判断题。一份随堂测验可以由多种题型的客观题组成，题目数量

不限。 

4.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是教学团队在教学单元中发起的讨论。平台为每个话题生成

单独的讨论区。教师可选择将学生发言情况记入学生的平时成绩。 

5.单元测验及单元作业 

单元测验和单元作业设有提交截止有时间，教师可选择计入平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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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发布前需确保题目和答案核查无误。 

（1）单元测验 

单元测验由客观题组成，平台自动判分，题型可以是单选题、多选题、

填空题、判断题。一份单元测验可以由多种题型的客观题组成，题目数量

不限。教师可以对单元测验设置管理策略，如：学生可以提交的次数（建

议 2~3 次）、有效成绩取最后一次成绩还是最好成绩（建议取最好成绩）。 

注意：由于填空题判分时有严格的字符比对规则，出题需谨慎。 

（2）单元作业 

单元作业是主观题，采用学生互评或教师批改的方式进行判分。 

注意：单元测验和单元作业的有效期以 10~15 天为宜。为保证注册较

晚的学生能够获得证书，前两周作业提交时间建议设定为 30 天。 

6.考试 

考试是检测学生课程阶段性/整体学习情况的正式测验题，可以包括

客观题和主观题，数量不限。考试题一经发布将不允许修改，发布前需确

保考试内容核查无误。 

考试题的形式与单元测验和单元作业一致，客观题由平台自动判分，

主观题采用学生互评或教师批改的方式进行判分。 

考试题学生只能提交一次，且有答题时间限制，该时间按平台的时间

计算（即学生一旦开始考试，不论其是否关闭电脑，系统都将按平台的时

间计时并按时结束）。 

二、课程结构 

原则上按周设计教学单元，课程持续时间建议不超过 14 周，超过 14

周的课建议开成两门课，如高等数学（一）、高等数学（二）。 

课程结构设置为两级，各级编号均可自主编写（亦可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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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级结构仅包括标题，以及单元测验或单元作业； 

第二级结构下包括标题、视频、课堂讨论、教学资源、随堂测验等各

类教学内容。二级结构的标题可自主编写, 每个二级结构中可以包含多个

视频文件和其他类型的教学资源，数量不超过 15 个，以 1~2 个学时的课堂

负荷为宜。教师可根据自己的习惯和教学安排，对教学内容自由排序。 

 

 

 

 

 

 

 

 

 

 

 

 

 

  

抄送：  

 东南大学教务处                     2019 年 4 月 1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