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教学运行状况分析 

——教学督导工作总结 
 

本学期教学督导工作是以《2018年学校工作要点》精神为

指导，在主管教学副校长的领导下，在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

的全力协调、保障和积极配合下，在教务处和各教学单位及广大

教师的大力支持下，在督导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比较理想

地完成了本学期教学督导工作任务。主要开展了课堂教学、实践

教学、毕业设计（论文）、上学期期末试卷评阅情况专项抽查和

期末考试考场巡查等五项教学督导工作。本学期课堂教学督导检

查，侧重于专业认证被受理专业任课教师和部分青年教师。 

本总结主要是依据督导组本学期各类检查评价表的统计、分

析以及汇总督导组全体成员的期末个人总结而形成的，主要包括

教师课堂教学、学生课堂学习、实践教学与毕业设计（论文）过

程、试卷抽查、日常教学管理等五个方面，每个方面都涵盖基本

状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对基本状况只做概括性描述，着

重阐述问题和建议。 

一、教师课堂教学 

听课样本：学校督导组成员听课 534人次，涵盖 12个学院、

267 个课堂、446个班次、学生 15947人次。 

（一）基本状况 

听课评价统计：优13.31%、优-18.55%、良61.29%、一般6.45%、

较差 0.4%，优良率为 93.15%。 

听课总体评价：教师课堂教学总体运行状况良好。许多教师



的讲授可谓精彩纷呈，具体表现为备课充分，授课认真，不但讲

授思路清晰，内容娴熟，详略得当，语言精炼、生动，引人入胜，

而且能够营造出师生互动、教学相长的教学情境；有的教师课堂

教学正在向以学生为中心和注重学生学习实效性方面转化，课堂

教学形式呈现多样化（微课、翻转课堂、多种类型课堂教学方式）;

一些青年教师的课堂教学技能提高较快。 

教师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并加以

切实改进。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新入职教师和部分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亟待提高 

本学期新入职教师课堂教学听课评价：优秀 6.25%、良好

81.25%、一般 12.5%。统计结果表明，个别新入职的教师业务欠

熟练，缺乏教学经历和经验，难免上课照本宣科、照屏宣科，课

堂组织缺少章法。 

本学期青年教师（35 岁以下）课堂听课评价：优秀 12.5%、

优-6.25%、良好 62.5%、一般 18.75%。统计结果显示，少数青年

教师的教学能力较强，教学水平较高，部分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

和水平有待提高。 

2.个别教师的授课状态亟待扭转 

听课中发现，个别教师的讲授可谓索然无味，具体表现为备

课不够充分，上课不够用心，讲授或是照本宣科（一种是念讲稿、

一种是读笔记本电脑内容），或是照屏宣科，身体面向屏幕，眼

睛不离屏幕，嘴巴复述屏幕内容；心中没有教案，眼里没有学生，

影响了学生的听课状态和学习效果。极个别教师讲课时借题发挥，



流露消极情绪，甚至传递负能量。 

3.多数教师的课堂教学理念亟待转变 

从目前听课情况看，多数教师的课堂教学理念仍停留在传统

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授课方式层面，即教师讲，学生听；教师提问，

学生回答。一些课堂仍存在着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因循守旧、一

成不变，一言堂、满堂灌，缺少教学互动等现象。 

4.一些教师的课堂教学管理意识和能力亟待加强 

我们在听课中发现，有的教师课堂教学管理意识不强，管理

方法欠缺，管理力度较弱；有的教师对旷课、迟到、早退的学生

不闻不问，放任自流；有的教师对上课玩手机、睡觉的学生视而

不见，不予提醒，也不制止；有的教师只注重如何把课讲好，而

不关注学生的听课状态和学习状况。 

5.《创新创业基础》课教学亟待改进 

本学期所听的《创新创业基础》课，绝大多数课堂教学现状

和效果不佳。本学期该门课程教师课堂听课评价结果：优秀 0%、

良好 33.33%、一般 66.67%。究其主要原因，一是教师精力投入

不够，目前该课程主要是由各学院的辅导员主讲，由于不是其主

业，所以在备课、讲授及教学组织和管理方面缺少投入；二是大

多数教师对课程性质的理解有偏差，对教学内容的把握不严谨，

难以驾驭教学；三是常识性的道理讲得多，鲜见能够打动学生、

激活学生思维且极具说服力的案例教学；四是教学管理机构和教

学组织过于松散，缺乏必要的教研活动，教师讲课随意性大。 

（三）几点建议 

1.重视对新入职教师和青年教师的培训、培养。认真组织新



入职教师学习学校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明确教师课堂教学责任和

规范，使其尽快进入教师角色；请现职教学效果优秀的教师传授

教学规程、讲课技能和经验，使其尽快驾驭课堂教学；加大二级

教学单位对这部分教师的听课督导力度，使其尽快熟悉教学内容

和教学规律；专业课新教师还需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培训，使他

们尽快适应指导实践教学的需要；新入职教师和青年教师尽可能

少安排新课授课任务，以利于其打牢站稳讲台、站好讲台的基础；

充分发挥“以老带新”的作用，落实“责、权、利”一致的相关

政策；充分利用好优秀退休教师这一资源，发挥他们在青年教师

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尽可能为青年教师提供校内外课堂教学培训

机会，创造培训条件。 

2.各基层教学单位开展的教学研究活动应与学校开展的教

育思想大讨论相结合，切实转变和创新课堂教学理念，重建教学

关系，探索新的适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方式。 

3.学校从大一新生抓起，任课教师从第一次课抓起，加强课

堂教学管理，关注全体学生的成长和发展，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

和学习状况，并形成切实有效的课堂教学常态化管理机制。 

4.立足于我校实际,加强《创新创业基础》课的课程建设，

下决心专门研究解决该课程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严格选聘任课教

师，加强课程组建设和教学组织管理，强化集体备课和教学研究，

切实发挥该课程在学生成人、成长、成才方面的功能，提高该课

程的教育教学实效性。 

二、学生课堂学习 

（一）基本状况 



目前我校学生课堂学习总体情况良好。多数班级的学生能够

自觉遵守课堂教学纪律和秩序，学习主动、认真，积极参与教学

活动，课堂气氛活跃。本学期相当听课率：267 个课堂评价结果：

A档（≧87%）占比 63.67%；B档（80-86%）占比 29.59%；C档

（73-79%）占比 5.24%；D档（66-72%）和 E档（≦65%）占比

1.5%。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学生的课堂出勤情况参差不齐 

根据本学期对督导听课 267个课堂的出勤率统计，全校四个

年级学生平均出勤率为 93.88%，其中，17级为 95.6%，16 级为

94.4%，15级为 92.8%，14 级为 92.7%。普通本科班为 94.3%，

国教班为 92.8%。总起来看，低年级好于高年级，普通本科班好

于国教班；开学初期好于中期和后期，考试课好于考查课。但是

从全校的实际情况看，无论是不同年级、不同时期，或是不同类

型的班级、不同考核方式的课程，都存在着出勤率较高和较低的

差异，而这种差异与辅导员、班主任和任课教师是否严格要求、

是否管理得法有着直接关系。 

2.部分课堂学生的学习状态不佳 

个别课堂听课者寥寥无几，不听课者或是玩手机，或是趴桌

睡觉，或是窃窃私语，或是做与听课无关的事情，课堂气氛沉闷；

个别课堂前几排是学习的，后几排是不学习的，中间几排是可学

可不学的。这两类课堂中，第二类课堂为数不少。显而易见，影

响学生课堂学习状况的因素比较复杂，既有任课教师的因素，也

有学生的因素；既有教风的因素，也有学风的因素。 



3.部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较差 

听课中发现，一些课堂学生的学习处于消极、被动状态，主

要表现为：只有前几排学生听课注意力集中，能够配合、呼应教

师的讲授，多数学生则是时而听课，时而不听，还有极少数学生

干脆不听。主要原因是：从教师方面看,有的教师课堂教学组织

不够灵活，讲授方式方法单一，教学手段欠佳，未能调动起所有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的教师讲授的教学内容陈旧、信息量较少，

未能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有的教师仅对认真听课的学生负责，

而对不认真听课和不听课的学生则失去信心和耐心；有的教师只

关注教学任务和教学进度，不顾及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

从学生方面看,一些学生或是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态度不端正、

学习方法不得当而不愿学习、不会学习；或是学习基础较差，接

受能力不强，开始跟不上，后面就放弃了；或是对所学专业不感

兴趣，所以不想学、不愿学。 

4.学生的课堂学习成效难以判别 

在强调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大趋势下，如何判别学生的

课堂学习成效，成为今后督导评价的新课题。相比较而言，虽然

通过听课很难对学生的课堂听课状态和学习状况做出准确无误

的定量判别，但是做出适度的定性判别还是相对容易些。然而，

若通过听一节课就能够对学生的课堂学习成效做出准确的判别，

则有较大的难度，因为学生只有通过听课、理解、消化、吸收等

环节，才能转化成为学习效果，而这些环节并非是在一节课内都

能够完成的。 

（三）几点建议 



1.各学院的辅导员、班主任应本着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负责

的态度，采取积极措施，从严要求和督促学生按时上课；任课教

师要认真、严格执行平时成绩考核方案中有关考勤的相关规定，

常抓不懈。 

2.切实强化教风学风一体化建设。任课教师应加强责任意识，

不仅要关注教学任务和教学进度，更要关注全体学生的学习状态

和学习效果，及时教育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同时，

结合本学科、本专业实际，转变教学理念，从提高学生的学习实

效性出发，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在全校学生中开展形式各异、

丰富多彩的旨在加强学风建设的主题活动，进一步明确学习目的，

端正学习态度，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成效。 

3.对如何判别学生的课堂学习成效的新课题进行深入学习、

研究，探讨切实可行的评价标准，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

和完善。 

三、实践教学与毕业设计 

本学期检查了全校各专业开出的实践教学共计62个班次，其

中，课程设计44个班次，实验、实习和实训18个班次。 同时跟

踪检查了全校各专业的毕业设计（论文）过程，听了各学院组织

的毕业答辩168人次和学校组织的校级毕业答辩65人次。  

（一）基本状况  

1.课程设计  

教学文件、资料、用具齐备适用，有关文件能够及时发放到

学生手中，学生设计基本上都有相对固定的教室或场所；各学院



都能按照学校有关规定，结合本院实际安排指导教师，基本上能

够满足教学需要；设计内容符合大纲要求，题目工作量和难度适

当；教师组织教学有序，管理严格，指导认真，指导方式主要为

现场指导，并辅以电话、微信、QQ和网络等多种交流手段，有的

学院和专业每天安排老师现场值班指导，对学生的出勤、设计过

程能进行有效控制；学生出席状况良好，绝大多数学习认真、学

风良好。各学院、各专业课程设计的组织指导模式，多年来都已

形成自己比较成熟的做法和经验，并且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 

2.实验、实习与实训 

各专业的实验、实习与实训的教学文件齐全、适用，教师配

备及教学条件都能够基本满足教学需要；场所主要为稳定的实验

室、实习场地和实训室，少数在教室；实践内容符合大纲要求，

教学组织管理有序，要求严格；教师检查指导及时，重视安全管

理，考核比较认真；绝大多数学生出席较好，学习比较主动，实

践认真，学风良好。有的学院近几年的实训采取校企合作、项目

实战的方式，深受学生欢迎。各学院都很重视校外实习，教师配

备满足需要，安全教育及时到位。 

3.毕业设计（论文）过程 

各教学单位都能按照教务处“关于2018届毕业设计（论文）

工作安排的通知”要求，重视毕业设计的过程管理，各方面、各

阶段的准备工作到位，计划周到，执行正常，过程检查和监控比

较认真；选题突出应用性，并含有一定数量的科研和生产题目（例



如服装专业一位同学的毕业设计成果，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已有

公司准备批量生产，并正在申请专利的过程中）；设计题目基本

做到了一人一题，指导教师配备符合规定；设计场所基本适应教

学需要，许多专业安排有专用教室，并且每天有值班老师现场指

导；对于没有固定设计场所的专业，指导教师多采用每周确定时

间和地点指导，并充分利用各种现代交流手段进行联系指导；许

多老师利用实验室、办公室等工作场所作为指导学生毕业设计的

稳定场所；多数指导教师认真负责，关注学生的设计过程，分段

及时检查，指导到位；多数学生能认真进行设计工作，积极主动

与指导老师联系沟通，得到老师的及时指导；毕业答辩环节组织

认真，符合学校相关规定和要求，多数学生发挥正常，答辩成绩

符合预期。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建议 

各学院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下列问题。 

1.实践教学条件问题 

多数实践教学教室电源插座少，无网线，使得需用电脑和上

网的实践课、学生集中实践受限；也有反映实验设备和电脑不足，

个别实验室环境急需改善，设计场地不足。希望学校相关单位尽

快协调解决。 

2.指导教师安排问题  

有的专业，指导教师指导学生人数偏多，个别教师一人指导

多个班级，因教师精力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实践效



果。希望在安排指导教师时，把保证实践教学效果放在第一位。 

3.教师掌控学生实践过程和学习状况力度不够问题 

有的专业实践教学，因无固定场所或教师指导学生过多而又

缺少有效措施，导致指导作用力度小，使得指导教师在对学生学

习过程和学习效果的了解、掌控程度等方面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4.毕业设计过程管理问题 

少数学生的毕业设计，整个过程精力投入不足，且不主动联

系指导教师，指导教师也很难联系上他。个别学生由于工作单位

的原因，设计期间不能及时返校，这些现象都影响到教师对毕业

设计过程的指导和掌控，希望引起足够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

解决。 

5.毕业答辩要求问题 

有的专业毕业答辩，同一专业不同答辩小组的要求不同，如

学生自述时间、提问多少等不统一，希望能统一要求；有的专业，

个别指导教师在参加本人所指导的学生答辩时提问题，发表意见，

需要改进。 

四、试卷抽查  

（一）基本状况  

本学期共抽查了2017/2018学年第一学期的22套、853份试卷，

覆盖了全校11个教学单位、15个专业、26个教学班。教学督导组

全体成员就考试命题、试卷评阅、成绩评定和试卷分析等四个方

面进行了较全面的复核检查工作，总体状况良好。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建议 

试卷抽查发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在各位督导老师填写的《教

学督导组课程考试命题、评卷与成绩汇集检查评价表》中已有记

载，并且学校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已向相关教学单位进行了及时

反馈，在此不再赘述，下面是一些值得注意的共性问题。 

1.试卷评阅规范性问题 

部分试卷评阅没有严格执行学校的相关规定，如，批阅标记

不规范，而且字迹潦草；有的试卷存在批阅分数修改没有批阅教

师签字；有的试卷封皮阅卷签字没按有关规定执行。希望采取相

应措施，确保试卷评阅规范化。 

2.考试命题问题 

期末试题应由本专业有授课经验的教师为主执笔，依据教学

大纲和教学内容，严格按照学校的相关规定命题。新入职的教师

一门课没讲过三遍是很难吃透课程内容的，他们参与考试命题可

以，但独立执笔命题欠妥。现在的试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诸如格

式不够规范、难易程度不当、区分度不大、覆盖面及题量不合理、

试卷标准答案得分标准细化程度不够等问题。希望各学院、各专

业严格把好期末考试命题关。 

3.试卷分析问题 

部分试卷分析比较笼统，对丢分多的试题无原因分析或分析

不够具体；对卷面成绩过高或过低的原因无分析或分析不到位；

对通过试卷分析发现的问题无改进措施或改进措施缺乏针对性，



不易操作。有的教师做的不是试卷分析，而是总评成绩分析。希

望阅卷教师能够重视试卷分析，认真、负责、细致地做好这项工

作。 

4.平时成绩考核问题 

所检查到的个别课程，平时成绩考核方案比较简单，考核项

目少，成绩评定实施情况不明确、不具体，平时成绩评定偏高，

区分度不大。学校要求平时成绩按百分制记载，但现在记载方式

仍不统一，各行其是。希望任课教师能够严格执行学校相关规定，

切实做好平时成绩考核工作。 

五、日常教学管理  

（一）基本状况 

本学期教学秩序正常、稳定，各项教学活动都在教学管理制

度的框架内运行，课堂教学、实践教学、毕业设计、期末考试等

主要教学环节，组织管理到位、运行正常、秩序良好。大多数教

师治学严谨，认真执教，多数学生学习状况良好，教材发放正常，

教学环境卫生状况良好，教学条件基本能够满足教学要求。 

（二）意见与建议  

1.学校应继续坚持以教学工作为中心，并出台制度导向，引

导教师把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教学中去。 

2.加强制度建设，确保制度落实。建议学校选择一些教学管

理制度，对其落实情况进行专项跟踪检查，切实树立规则至上的

意识和理念，确保制度的严肃性、刚性和可持续性。 



3.鼓励教师从我校实际出发，与时俱进，采取多样化的教学

方式和教学手段，探索“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应适

当制约课堂教学不恰当地使用PPT的做法。 

4.切实发挥基层教学单位教研活动的功能，加强教研活动的

组织管理，保证教研活动的时间和实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5.部分教师对所任课班级学生的出席情况掌握不够，学校应

有明确要求。 

6.一些公共课，不同专业教学进程差别较大，但却安排合班

上课，给任课教师造成一定困难，希望排课时尽可能考虑周全些。 

7.强化二级教学单位督导组在实践教学和对本学院青年教

师培养提高等方面的督导检查作用。 

8.有的教学楼，上下课铃声不响或不准的情况时有发生，应

下决心彻底解决。 

9.个别教室的多媒体教学设备陈旧，影响了课堂教学效果，

应进一步加强多媒体教学设备管理。 

10.有的合班课教室学生人数多、座位少。有的一个班的小

教室安排两个班合班上课，非常拥挤，希望在安排课程时能够引

起重视，予以妥善解决。 

11.学校相关部门应建立巡查制度，主动做好确保教学正常

运行的各项工作，而不是出了问题经反映后才去被动解决，如：

教室的照明、多媒体、上下课铃声、供学生设计使用的教室用电、

网络和教师休息室管理服务等，进一步提高教学条件保障和服务



水平。 

 

                                    学校教学督导组 

2018年 7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