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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监控通报  
2024 年第 5 期 

（总第 39 期）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               2024 年 7 月 8 日 

 

 

关于 2024 年 6 月教学督导工作情况的通报 

 
各二级学院（部）：  

为进一步加强教学质量监控，提高教学督导工作实效，现将

2024 年 6 月学院教学督导工作开展情况通报如下： 

一、整体情况 

（一）院（部）交叉督导听评课情况 

6 月份院（部）间交叉督导听课共计 113 节,其中督导评分

90 分及以上 112 节，80-89 分 1 节。各院（部）交叉督导听评课

情况见表 1，各分段占比见图 1。 

表 1  交叉督导听评课情况 

二级学院 派出督导课时数 

护理学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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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学院 派出督导课时数 

医学院 23 

师范学院 7 

经济管理学院 15 

机电工程学院 6 

农林科技学院 11 

建筑工程学院 10 

基础课部（体育部） 23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 

合计 113 

 

 

 

 

 

 

 

 

 

图 1  交叉督导听评课各分段占比情况 

按照学院要求，各院（部）每周派出交叉督导听课应为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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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课时），月度应达 20 人次。本月除医学院与基础课部（体育

部）外，其余二级学院均未达到交叉督导课时要求。 

（二）院（部）内教学督导情况 

6 月份各院（部）内部督导共计听课 123 节，其中评分 90

分及以上 103 节，占比 84%；80-89 分 14 节，占比 11%；70-79

分 6 节，占比 5%。各院（部）内部督导听课情况详见表 2，各分

段占比详见图 2。 

 

表 2  院（部）内部督导听评课情况 

二级学院 督导课时数 

医学院 12 

护理学院 7 

师范学院 8 

经济管理学院 22 

机电工程学院 38 

农林科技学院 7 

建筑工程学院 8 

基础课部（体育部） 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9 

合计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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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院（部）内部督导听评课各分段占比情况 

内部督导结果总体较好，教师提前到岗，授课精神饱满，知

识讲解清晰，课堂管理严格；学生到课情况有提升，课堂积极性

较高，师生互动良好。 

（三）校级教学督导听评课情况 

6 月份校级督导专家共计听评课 25 节（不包含看课 4 节），

涉及护理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建筑工程

学院等五个二级学院 25 名教师、18 门课程、20 个班级（具体内

容见附件）。班级总体平均到课率 93%，教师课堂教学综合评价

优秀等次（90 分以上）6 人，占比 24%；良好等次（80-89 分）

19 人，占比 76%。校级教学督导听评课情况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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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 月校级督导听评课情况统计表 

二级学院（部） 
涉及 

教师数 

班级 

到课率 

教师综合评价 

优秀 良好 中等 

护理学院 5 92% 1 4 0 

医学院 3 92% 0 3 0 

师范学院 4 96% 2 2 0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96% 0 6 0 

建筑工程学院 7 88% 3 4 0 

合计 25 93% 6 19 0 

 

 

 

 

 

 

 

 

 

 

 

 

图 3  校级督导听评课教师综合评价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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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总体评价：教师能够使用普通话全程授课，基本做

到教态亲切自然，仪表庄重大方，语言流畅、清晰、准确（语言

规范）；板书清楚醒目，简明实用（板书规范）；能熟练演示和操

作 PPT 辅助教学（技术规范）；合理控制课堂节奏，注重教学生

成（生成规范）。 

学生的到课率、课堂纪律与课堂表现情况：师范学院整体状

况要优于其他学院，平均到课率达 97%以上，其中有一半以上的

班级到课率在 100%。师范学院学生的课堂纪律、课堂状态整体

也优于其他的学院，这与教师课堂管理、教学模式、教学方法、

课程性质也有关系。对于到课率低的学院，建议审视教学计划课

时安排、学情研究、课程体系、教学实施策略等关键环节和因素，

采取有力可行的举措，使目前的现状得到改善。 

（四）优秀督导工作案例 

机电工程学院针对督导反馈问题，组织专人深入课堂，持续

加强检查，狠抓课堂纪律。对迟到早退、课堂睡觉、偷玩手机等

现象零容忍，对违例的师生给予院内通报批评。同时，还开展了

2021 年以来新进青年教师课程教学专题汇报活动，督导组成员

现场作课程评价和教学指导，旨在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打造

高质量课堂教学。从本月督导反馈来看，机电工程学院学生到课

率、积极性，课堂氛围均有了可喜的提升。 

二、存在问题 

（一）采用传统教学模式与方法的教师还是占据主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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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条理性、逻辑性、课堂容量等，在整个教学表现中规中矩，

仍然缺乏“学生中心”理念创新，缺乏现代教学的模式创新、手

段创新和方法创新。 

（二）教学方法普遍采用基于讲授为主体的传统模式占据主

流，教学设计基于知识课堂的传统理念，教学方法与设计理念和

模式难以满足知识课堂向技能课堂的转变要求。 

（三）受生源基础、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设计、教学

方法与手段众多因素的影响，有些课堂教学效果不够理想，具体

表现为课堂氛围沉闷，课堂气氛尴尬，学生课堂活动投入率低，

学生课堂学习思维不活跃甚至没有思维，师生互动形式单一，学

生参与度低，学习目标没有达成。 

三、整改措施及要求 

（一）真正发挥教学基层组织（课程团队、教研室等）的作

用，定期开展实在有效的教研活动。各学院应经常开展目标性强、

有针对性的教研活动。教研活动不是简单的布置工作，教研活动

应重视集体备课，应加强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设计的研究，

特别是要对青年教师和教学经验及教学能力不足的教师，进行教

学综合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二）注重课程思政的有效渗透，加强教学案例库的教学资

源建设。课程思政的渗透需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各二

级学院，要深入研究适合自己职业人才培养需求的课程思政建

设、教学案例库建设标准和评价标准，推动教学资源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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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一步发挥教师发展中心作用，和二级学院协作，开

展广泛调研，依据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需求，加强教师的教学模

式、教学设计、教学方法、现代教学手段、数字融合技术等针对

性的培训和研修，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 

 

附件：2024 年 6 月校级教学督导听评课情况汇总 

 

 

 

 

 

 

 

 

 

 

 

 

 

 

 

 

送：院领导，各二级学院，相关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