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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兰 县 教 育 体 育 局

关于印发《贺兰县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工作方案》的

通 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

现将《贺兰县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研读，严格落实。

附件: 《贺兰县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工作方案》

贺兰县教育体育局

2022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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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县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工作方案

为更好落实贺兰县中小学幼儿园有序复课工作，恢复疫情防

控下校园教育教学活动，做好线上线下教学有效衔接，特制定本

工作方案。

一、做好教学管理的衔接

（一）制定本校衔接方案，加强活动管理

1.各校要通过问卷调查、访谈交流和师生座谈等方式，结合

县教研室巡课情况通报，开展线上教学诊断评估，全面了解线上

教学情况，精准分析学情，准确研判，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制定

《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工作方案》，体现“一校一案”。切实加强师

生线上线下教与学模式的转换指导，强化作息时间要求和学生学

习生活习惯养成，加强课堂管理，引导师生快速进入状态。

2.各校要统筹全校集体性活动，精心设计必要的教育教学活

动，适度减少人员密集机会，最大限度控制公共场所人员交叉流

动，暂停外来的学习交流及研讨活动。

3.各校要指导学科教师开展多种形式的线上教学情况调查，

及时了解线上教学存在的问题，针对学情做好线上与线下教学衔

接工作计划，采取集体补学和个体补学相结合的方式，巩固和提

升教学效果。

（二）明确学生到位情况，确保“一个不落”

持续关注因封控或隔离不能返校复课的师生，继续做好这部

分学生的线上教学及跟踪辅导工作，同时做好师生心理疏导。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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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管控等原因暂时无法返校的学生，复课后要进行“一对一”

学习帮扶指导，不让一个学生“掉队”。要继续加大对留守儿童、

贫困家庭学生的关爱支持力度，坚决杜绝因线上教学引发的“新

辍学”情况发生。

二、做好课程教学的衔接

（一）及时摸清学生学情，调整教学策略

1.复课前，全面认真梳理线上课程所学内容，针对课程目标

精心设计学情摸底测试卷，及时组织学情摸底测试，统计数据，

形成报告，让学生自己清楚线上课程的掌握情况。

2.复课后，不要急于上新课，先对线上教学内容进行梳理和

简单复习，再进行检测，查漏补缺，有针对性地制定补教措施。

采取小组合作学习方式，充分利用优秀学生进行“生帮生”，对

部分“学困生”，教师应给予特别辅导补课。

（二）科学调整课程计划，精心编排进度

1.结合学情和时间分配，在线下教学的起始周，适当放缓教

学进度，调整好线下教学计划，确保科学性与有效性。在统筹调

整优化教学时间的同时，合理安排学生艺体活动，保证学生身心

健康发展。

2.有层次地把线上学习的内容进行归类、复习，查缺补漏，

对共性问题和学生提出的个性化问题，分类备课，安排少量课时

实行定点突破。发挥备课组团队力量，整理单元教学重难点，短

时高效地完成线上教学补教任务。

3.精选各类学习资源并有效整合，助力学生的课后自主学习。

复课后，依然可以沿用教育部精品课等微课讲解重难点，帮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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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复习巩固。

4.加强对九年级、高三年级毕业班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强

化复课后课程的有效性和归纳性，合理安排，着眼夯实学科知识

基础，强化限时训练和规范作答，提振师生备考意识和信心。

（三）加强调适学生心理，减轻学习压力

1.要精心准备复学第一课，平复学生心理。加强师生健康理

念与疫情防控知识教育，上好“疫情防控 生命教育”主题的复

学第一课，使学生熟练做到返校学习期间的自我防护工作，尽快

恢复有规律的学习生活作息。

2.要通过班会、心理健康课、社会实践成果展示等活动，减

轻学生因疫情防控居家和线上学习产生的各种焦虑不安、患得患

失、担心复课后的课程难度、时间紧张、疫情防控等心理不适。

（四）教研引领教学，提供专业支撑

1.教研室各学科教研员要及时召开学科中心组会议，收集整

理线上教学中的问题与困惑，对照学期工作计划，梳理因疫情延

误的教研活动，统筹安排本学期整体教研活动，对复课后的教学

教研衔接给予指导。

2.各学科教研组要开展主题研讨活动，总结线上教研经验，

掌握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现有的学习起点，结合各学科线上教学的

进度和各单元的教学效果，调整教学计划，指导学科教师做好线

上线下教、学、评、研的衔接工作。

三、做好家校合作的衔接

1.各校各班要及时召开家长会，告之家长复课后教学计划调

整和应对方法，通报家长顾虑或关心的问题，形成家校合力，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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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减少学生对电脑、手机及电视等电子

产品的依赖，让孩子尽快适应学校生活。

2.教师、家长要客观总结线上教学期间家校共育的经验和不

足，继续保持家校之间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密切关注学生居家、

在校学习与生活，低年级尤其关注作息习惯、学习习惯的养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