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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督导办公室 2021 年 04 月 08 日

三月份教学督导情况报告

2021 年新学期，全校上下高度重视开学工作，各教学单

位积极进行了教学准备。11 名校领导走进课堂，认真聆听思

政课，与师生同上“开学第一课”，与任课教师就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教学准备、课堂管理等情况进行了全

面交流。机关积极跟进教学环境，常抓教风学风。授课教师

精神饱满，学生课堂状态面貌一新，各类教学设备运转正常，

实现了新学期良好的开端，顺利完成了三月份的教学任务。

现就三月份课堂督导情况报告如下。

一、课堂教学基本情况

三月份校级督导员课堂督导听课共 162 人次，均衡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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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校九个学院的课程，任课教师中，教授 6 人，副教授 24

人，讲师（含工程师）102 人，助教 7 人，无职称 23 人；新

入职教师（未满一年）12 人，校内行政兼课 2 人，校外兼职

（非企业）1 人，其余 147 人为校内专职。课程类型有：理

实一体 37 门，实践 19 门，体育 8 门，其余 98 门为讲授类

课程。本科班级 101 个，专升本班级 35 个，专科班级 26 个；

18 级 41 个班，19 级 45 个班，20 级 76 班（少数班级被听课

多于一次）。课堂教学等级分别为：优秀 38 个（占比 23.46%），

良好 114 个（占比 70.37%），合格 8 个（占比 4.94%），基

本合格 2 个（占比 1.23%）。学生平均到课率为：96.01%。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各学院教学质量如下表所示。

表 1：各学院被督导听课课次及评分统计

序号 学院 优秀 良好 合格 基本合格 小计 平均得分/排名 到课率/排名

1 教育学院 12 18 0 0 30 88.27/1 96.21%/6

2 人居环境学院 4 14 0 0 18 87.22/2 93.73%/9

3 图书馆 0 3 0 0 3 87.00/3 98.03%/1

4 体育学院 2 11 0 0 13 86.69/4 93.25%/10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5 12 0 0 17 86.53/5 97.29%/3

6 人工智能学院 7 8 2 1 18 86.17/6 94.72%/8

7 传媒设计学院 1 13 2 0 16 85.88/7 96.88%/5

8 财富管理学院 4 10 3 0 17 85.71/8 97.48%/2

9 商务贸易学院 1 16 0 0 17 84.94/9 96.99%/4

10 新能源车辆学院 2 9 1 1 13 83.77/10 95.50%/7

合计 38 114 8 2 162 —— ——

占比（%）/总平均 23.46% 70.37% 4.94% 1.23% 100.00% 86.22 96.01%

二、主要特点

（一）教学准备充分，教师精神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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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之初，老师们精神饱满地走上讲坛，教学任务书、

课表、教学大纲、授课计划、课件、教案等教学材料齐全。

老师们授课准备充分，教学内容充实，教学设计合理，课堂

导入新颖自然，教学节奏把握得当，知识点讲解细致，教学

理念先进，课堂秩序井然有序，具有较好的亲和力，学生听

课注意力集中，在授课过程中，注重了对学生学习能力和学

习方法的培养。成绩优秀的老师有：人工智能学院肖海柳；

马克思主义学院姚军营、袁娇；新能源车辆学院宋远；财富

管理学院刘毅
2
、蔡盼盼；教育学院吴娜、谢红龙、皮艳艳、

熊彩兰、艾清华。

（二）内容环环相扣，诱发学生思考

不少老师精心教学设计，课程导入逻辑思路非常清晰，

讲解全面，一环扣一环，诱发学生思考。课程融入思政元素，

既教书又育人。他们教学思路清晰，内容娴熟，表达能力较

强，语速及节奏控制得很好。重视概念教学，在化解难点内

容上有独到的特点，将大的问题分解为学生易于听懂的小概

念来进行讲授，理论推导严谨细致，比较突出的老师有商务

贸易学院程承燕；教育学院吕红梅、唐玉桂、崔海建、张晨、

刘瑾；财富管理学院吴芳；人工智能学院封淑玲、邓田、吴

芳菲；马克思主义学院王红波；人居环境学院燕琴、高翔；

传媒设计学院王杨；体育学院张腾腾。

（三）加强教学管理，用制度规定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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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督导情况来看，许多优秀教师对课堂管理比较严格，

督促学生手机入袋，点名查人，提前到达教室，进行教学准

备。针对教室抢座位的现象少，学生都想在教室后排就座，

教室秩序凌乱现象，有些老师动脑筋，想办法，用一些规定

和制度来约束、引导学生，提升了教学效益。如马克思主义

学院姚立生老师在课程教学中，要求学生在固定座位上就

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是可让学生前排就座，集中精力

听课，避免了教室里面杂乱无序；二是利于老师掌握学生到

课情况，便于管理和掌控教室秩序，记录平时成绩。三是对

学生带来了纪律的约束，老师凭着座位名册一目了然，也避

免点名查到之累；四是便于师生相互认识并交流，培养感情，

利于互动。对课堂进行严格管理的优秀老师有马克思主义学

院常顶前；人工智能学院侯利霞、朱文慧；新能源车辆学院

陈晖；教育学院郭秋霞；体育学院张叔兵；人居环境学院汤

兰。

三、不足与建议

（一）要加强课程第一堂课的教学研究

新学期开学，无论是概论课，还是绪论课，每门课程都

开始了第一堂课的教学。大多数老师都是依据教材或教学大

纲，按部就班介绍课程的性质、计划安排、知识体系结构、

主要重点和难点、考试情况等，对第一堂课的教学研究还不

够深入，教学重心把握不到位。概论课或绪论课都是课程开

宗明义的第一课，一是应主要让学生知道学习本课程目的和

意义。要让他们知道本课在其专业学习和发展中的地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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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作中可能的作用，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从而

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的积极性和热情，思想意识上产生自觉学

习本课的强烈愿望。老师教学内容的准备不要仅局限于课

本，要与人才培养方案相关联，与工作实际相结合，与未来

学生的岗位相联系，要加大举例力度，使教学内容活起来，

实起来，自然融入课程思政的元素，增强其学好本课程的自

觉性和积极性。二是要注重教授学生学习本课的方法和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增强学生学好本课的本领，调动学生积极

投入课程的学习。

（二）要加强对博士老师授课的教学指导

从三月份教学督导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博士老师课前准

备较充分，教学内容较熟悉。但也有不少博士老师之前没有

从事过教学工作，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没有充分了解教

学对象的基础情况，教学针对性不强；所举案例、事例没有

贴近学生实际；教学互动不够，没有调动学生积极性；管理

不严格，学生在课堂上睡觉、玩手机、讲话现象较多，且没

有提醒；教学设计不完整，教学流程不清晰，重难点没有交

待，导致学生无从掌握等。希望学院、教研室能组织力量，

加强对博士老师教学方面的指导。学会课堂导入，温故知新

的引入，加强教学目的、学习意义的引导；提高教学的基本

技能，减少板书，解决大多数时候背对着学生授课的问题，

加强对学生的观察；设计课堂互动，解决课堂气氛沉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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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扒桌子的问题；明晰教学思路，逻辑脉络和教学主线，把

握好教学的重难点，使得课堂教学更有生机。

（三）要加强《军事理论》课程的建设

从对《军事理论》课程专项督导来看，五位任课老师教

学准备认真，充分发挥了原学专业优势，优选了短视频进行

教学，补充了大量的新军事知识，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但

由于受到专业和个人经历的限制，短时间内实施全程教学难

度很大，老师们只能扬长避短。导致有些章节教学重点发生

偏差，没能合理分配教学时间，老师们对新军事革命、信息

化武器装备、信息化战争等许多重点教学内容了解不多、理

解不够，难以深入，教学自信心不强，该讲的重点没能突出，

紧贴教学内容的小战例、小故事少。建议：学校尽快充实军

事教学研究部，形成以少量的专职老师为核心，承担课程组

织和建设、完成重难点章节教学任务，兼职老师担负主体教

学任务的国防教育队伍，先精益求精实施专题教学，然后逐

步拓展实施全程教学。

（四）要加强《文献检索》课程的优化

《文献检索》三位任课老师教学认真，课堂气氛较好，

学生到课率高，教学内容系统完整，采用问题式教学提升了

学生学习兴趣，记录学生课堂平时成绩，不断激励学生参与

和投入教学。但课程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教学针对性不够

强，没有结合各个专业学生的实际，有针对性的开展文献检



第 7 页 共 7 页

索的教学。二是理论教学时间偏多，实践操作时间偏少。建

议：课程教学团队要进一步结合学生所学专业，全面优化课

程体系和教学设计，以实践应用为主，将一部分理论课堂搬

入图书馆，加大实践操作的份量，采取分组教学，先练后讲

或先讲后练，让学生通过作业练习，写操作流程，总结出文

献检索的方法，快速学会文献检索的方法和掌握文献检索的

要领。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在实践中去思考和

解决问题，在思考和解决问题中成长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