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 共 7 页

南昌工学院

教学督导简报

第 189 期

教学督导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10 日

2024-2025 学年第二学期

三月份教学督导情况报告

一、课堂督导基本情况

三月份校级督导员课堂督导听课共 249 人次，均衡覆盖

了全校八个学院的课程，任课教师中，教授 9 人，副教授 56

人，讲师（含工程师）92 人，助教 18 人，无职称 72 人，工

程师 2 人；新入职教师（未满一年）9 人，校内行政兼课 8

人，校外兼职（非企业）2 人，其余 230 人为校内专职。课

程类型有：理实一体 91 门，实践 29 门，体育 7 门，其余 117

门为讲授类课程。本科班级 161 个，专升本班级 19 个，专

科班级 74 个；22 级 46 个班，23 级 100 个班,24 级 108 个班

（部分课堂存在合班教学）。课堂教学等级分别为：优秀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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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占比 22.10%），良好 168 个（占比 67.50%），合格 23

个（占比 9.20%）,基本合格 2 个（占比 0.80%），不合格 1

个（占比 0.40%）。学生平均到课率为：93.79%。

二、课堂教学的主要特色亮点

1、教学方法的创新

在 2025 年 2—3 月的教学中，许多教师展现出教学方法

的创新。为提升学生课堂参与度，教育学院戴玮老师在《英

语视听说Ⅳ》课程教学中，采用异质化分组（4-6 人/组）与

"积分制"竞争机制，通过小组竞争，鼓励学生“敢说、多说”，

听力环节采用“拼图式任务”（Jigsaw Task），每组听取不

同片段后协作还原完整信息；口语环节通过“接龙游戏”，

推进全班参与口语问答环节，从而帮助学生建立表达自信。

信息学院金建华老师在《移动应用系统开发》课程教学中，

贯彻了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并结合自己企业一线丰富的工作

经验，始终用项目驱动教学，学生被充分调动起来了，能够

积极按照老师要求完成相关项目的操作，而且教师课后花了

很多时间整理学生帮助手册，为学生课内外训练提供了有益

的借鉴和指导。

2、教学内容的丰富性

教师们在教学内容上也下足了功夫，以丰富和拓展学生

的知识面。理论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一点在体育学院

宋海燕老师《医学生理学》课堂教学中体现得较为鲜明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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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老师新课一开始并不急于知识点的讲授，而是导入一个情

境，抛出一个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再告诉大家今天这节课的

知识点的学习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方面设置悬念，激起

学生期待，另一方面引导学生学以致用、灵活运用知识。机

械学院王琳慧老师在《新能源汽车保养与维护》课程教学中，

善于设置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注重联系本专业其他已修课程，

注重引入行业前沿技术和最新技术，注重与学生分享行业宝

贵的经验和智慧的总结，充分调动了学生的课堂学习积极性。

马克思主义学院姚军营老师善于总结归纳和凝炼重点，在

《法学概论》课堂教学中，注重启发引导和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在讲法律效力时，先通过几个具体法律事件提出问题、

引发关注、展开讨论、设置悬念，非常自然地引出所要讲授

的理论和知识点。这不仅加深了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而

且激起了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兴趣。

3、教学效果的显著提升

教师在提升教学效果方面采取了诸多有效措施，并取得

了显著成果。一方面，教师因材施教，根据学生需求及时指

导，与学生互动密切。体育学院邹佳慧老师在《啦啦操》课

程教学中，走入学生队伍中间，通过不断示范和纠错，并且

不定时的调整队伍，分排分区练习动作，确保每一排的学生

都可以近距离地与教师互动。另一方面，教师们注重个性化

教学和跨学科整合。余佳卉老师在《VBSE 跨专业综合实训》

课程中，课前做好任务分工与小组合作，并分配好任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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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谈判的过程中，教师通过适当的提问和引导，帮助学生

厘清思路，也帮助学生尽快进入谈判角色，促进谈判更有质

量、更专业展开。学生参与热情较高，能够把平日的理论知

识用于实践，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也发挥得不错，课堂整体

效果较好。

4、教学互动的有效性

教师在课堂互动方面也展现出诸多促进学生参与的有

效做法。提问法是常用且有效的方法之一，如张远福老师在

《数学分析Ⅱ》课程中，根据学生学情精心设计问题，引导

学生思考和回答，先通过 PPT 给出相关定理，再结合多个案

例讲解练习，加深定理的理解与吸收，有助于激发学习兴趣，

提升学习效果。小班教学和小组合作学习也是提升互动效果

的重要手段，孙瀚老师在艺术 A2251 班《出镜记者采访报道》

课程教学中，联系专业紧密，着眼播音主持专业技能的培养，

设定教学情境，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实践，小组展示结束之

后，教师及时点评，将理论性的内容与实践紧密结合，课堂

教学效果良好。

三、存在的不足

在督导听课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的是以下四点：

1、课堂互动不足

部分教师在课堂互动中存在明显问题。课堂上师生交流

较少，学生参与度低，课堂氛围较为沉闷。原因在于，一些

教师仍以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为主，教学方法单一，无法激发

学生的兴趣与思考。还有教师缺乏对学生的了解，未能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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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特点和需求设计互动环节，导致学生无法产生共鸣。

教师在课堂互动中的主导作用发挥不当，过分以自我为中心，

没有充分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不能有效引导学生主动思考

和参与讨论，从而影响了课堂互动效果。

2、教学手段单一

在教学方法上，部分教师存在手段单一的问题。许多教

师习惯于使用讲授法，课堂上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在讲，学

生被动听讲。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使得课堂缺乏活力，学

生容易产生疲劳感和枯燥感，不利于知识的吸收和掌握。而

且，对于不同课程的特点和学生的需求，教师没有采取多样

化的教学方法。例如，在一些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中，仍然以

理论讲授为主，缺乏实验、实训等实践教学环节；在需要培

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团队合作能力的课程中，缺少项目式学习、

案例分析等互动式教学方法。这不仅影响了教学效果，也限

制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难以满足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需求。

3、教学内容与目标匹配问题

部分教师的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一

方面，有些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对教学目标的把握不够准确，

导致所选择的教学内容与目标关联度不高，无法有效支撑目

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能会受到

教材、学生等因素的影响，偏离了预设的教学目标。例如，

在一些课程中，教师过多地拓展了与教学目标无关的知识点，

而对核心内容的教学却不够深入。这种教学内容与目标的不

匹配，会使学生学习的重点不明确，影响学习效果，也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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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评价难以准确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不利于教学的改进

和提升。

4、课堂管理有待加强

教师在课堂管理方面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部分教师对

课堂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不够严格，导致课堂上出现学生纪律

松散、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一些教师缺乏有效的课堂管理

策略，面对学生的违纪行为，处理方法简单粗暴，或者缺乏

及时有效的干预，影响了课堂教学秩序。还有教师对课堂氛

围的营造不够重视，课堂环境沉闷，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积极性。教师在课堂管理中对学生的关注度不够，不能

及时发现和解决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从而影响了学生

的学习效果和课堂的整体教学质量。

四、提出的建议

在督导听课中也形成了一些建议，主要聚焦于以下四点：

1、增加课堂互动

教师应多管齐下提升课堂互动。精心设计问题，以启发

性、层次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激发学生的探索欲。灵活

运用小组合作学习，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性格特点合理分

组，让学生在合作中交流思想、碰撞火花。对于实践性强的

课程，开展项目式学习，将学习任务项目化，鼓励学生自主

探究、团队合作，在实践中提升互动与学习效果，使课堂成

为学生积极参与、思维活跃的学习场所。

2、丰富教学手段

教师要积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工具。在信息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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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如利用电子白板和互动软件，将

抽象的知识以动画、视频等形式呈现，增强教学的直观性。

引入在线教学平台，开展线上讨论、提交作业等，拓展教学

的时间和空间。根据课程特点，恰当运用案例分析、角色扮

演、实验实训等教学方法，使教学更加生动有趣，满足不同

学生的学习需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从而提升

整体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3、精准匹配教学内容与目标

教师需深入分析教学目标与内容。备课前，认真研读课

程标准，明确课程的核心素养要求，将教学目标细化、具体

化，使其与课程目标紧密对接。仔细梳理教材内容，挖掘教

材中的重点、难点，精选与教学目标相匹配的教学内容，避

免无关知识的过度拓展。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实际情

况，适时调整教学内容，确保教学始终围绕目标展开，让学

生明确学习方向，提高学习效率，实现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

的有机统一。

4、加强课堂管理能力

学校可为教师提供专门的课堂管理培训。邀请经验丰富

的教育专家或有突出课堂管理能力的教师，分享课堂管理的

经验和技巧，如如何制定合理的课堂规则、如何有效应对学

生违纪行为等。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方式，让教师在

实际操作中掌握课堂管理的策略和方法，提升教师对课堂氛

围的营造能力和对学生学习状态的关注度，从而营造良好的

课堂环境，保障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