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端上践行课程思政 

法学院  王开宇 

2020 年的春季开学并没能如约而至，美丽的校园散发着孤独的气息，期待

已久的师生见面变得让人更加向往。延期开学，师生们只能云端相望的场景，需

要我们反思与传统课堂的不同：选择何种授课方式？如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

何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如何实现课程思政？……这一些列的问题接踵而来。 

一、“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疫情需要线上教学 

2020 年的新春伊始，全国人民对一个新名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了深刻的

认识。疫情就是任务，防控就是责任。如何做好防控成了我当时的工作重心，然

而随着开学时间的临近，教育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

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的下发，学校《关于组织全体教师参加网络教学在线培

训的通知》的传达，使我清醒地认识到如期开学返校是不可能了，线上教学成为

了“停课不停学”的首选。于是，“如何有效地开展线上教学，践行课程思政”成为

接下来的工作重心。 

 

二、“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选择适合教学手段 

本学期我一共承担 3 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大三学生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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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教学计划修改增加的大二学生的《环境资源法》以及研究生的选修课《环境

法学》。面对有着不同知识结构的学生，诸多的平台软件都能实现线上教学的情

况下，选择适合的授课平台成为了当务之急。最笨但却是最管用的办法就是对诸

多的教学平台进行逐一测试，形成对腾讯会议、腾讯课堂、雨课堂、钉钉、微信

群等授课软件与平台优缺点全面对比的一手资料。 

     

   

通过对各种软件与平台优缺点的掌握，结合学校的倡导，在本科生授课中我

选择了雨课堂作为首选方案，腾讯课堂作为备选方案，因为这两种授课方式均支

持学生回看，这方便学生课后复习；在研究生课程主要以学生与老师的交流讨论

作为主要方式的情况下，选择既能语音交流也能屏幕共享的服务器相对稳定的腾

讯会议作为主要授课方式。 



三、“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精心设计教学内容 

相较于课堂讲授，在线授课教师与学生只能隔着屏幕在云端相见，因此教学

内容的设计至关重要。环境法课程由于入选了学校第二批“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

革示范项目”，因此如何更好地在云端上践行课程思政成为了本门课程当下的主

要任务。经过对网络上众多素材的取舍，我选择了环境法课程内容中与当下的社

会情境比较契合的野生动物保护问题与突发事件应急制度作为环境法导论中主

要承载课程思政的内容与学生分享，在激发学生对课程内容兴趣的同时，将课程

思政有效地予以展现。 

环境法课程，均为 2 学分，每周授课 1 次。目前线上授课只进行了 2 周，但

这并不影响我对整门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的设计。环境法课程的思政育人目标主要

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展开。着重将“民主”、“文明”、“和谐”、“平等”、“公正”、

“法治”、“爱国”等方面与环境法的课程内容进行有机结合，使学生在精准掌握环

境法学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的同时，自然而然的萌生对祖国的大好河山的热爱之

情，对法治建设的坚定信念，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努力培养“德

法兼修”的合格大学生。 

面对众多的网络资源，如何将其有效整合为我所用成为了每次备课时需要慎

重考虑的重要问题。例如第一周第二周授课时我选择了时下普通民众比较关注的

野生动物保护问题来融入课程思政的元素。首先从何为野生动物谈起。野生动物

是否属于环境法的保护对象？你如何看待 2 月 2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

议也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你对 3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

一批 10 个疫情期间犯罪的典型案例 9：黄某非法制造枪支、非法猎捕、杀害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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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持有枪支案——自制枪支猎杀果子狸、小灵猫等野生动

物和案例 10：陈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介绍他人非法收购穿山

甲这两个案例的案情与裁判结果了解多少？  

 

这些问题的抛出，使学生在既能有效厘清野生动物范围，又能对 “环境”的定

义有比较深入了解的同时，也能引导学生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理解，鼓励学生

响应国家 “禁食野生动物  守护舌尖上的文明” 的号召，从点滴之处践行课程思

政。 

第三周和第四周授课时，我计划在环境问题的演变部分介绍莱茵河污染事件

时，对突发事件应急制度适当展开，结合目前疫情的防控情况作为课程思政的融

入点。面对当下的疫情，每个国家的做法不同，在带领同学们通过各种报道了解

世界其他国家在面对疫情的举措时，使学生们充分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才能采取

如此有效的防控措施。因此每个公民都应当理解并支持国家在此期间依法作出的

有关疫情防控的决定。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例能够让学生们充分的体会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四、“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实时反馈教学效果 

经过 2 周的线上授课，使我对云端课堂渐渐熟识。点名、弹幕、投票、发布

试题、发布作业……看着手机变身的遥控器上显示的课程数据，看着屏幕上本科

生们的弹幕互动，聆听着研究生们侃侃而谈的激烈辩论，虽隔着屏幕讲着听着，

但我依然能感受到他们对学习的认真态度，对问题的深深思索，对伟大祖国的期

待，为国家贡献力量的自豪！小到“管住自己的嘴”不吃野生动物，大到加入到“抗

疫”一线成为志愿者，学生们能够将思想化为行动，身体力行感染身边的人，这

不正是我们践行课程思政的最好体现吗！ 

   



 

由于疫情，虽然我们身处异处云相见，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学习质量。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我们期待师生携手步入校园的美好时刻，

静待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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