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23日，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组织 7 个二级学院 40

名学生代表召开了本学期督导工作学生座谈会。会上，学生

代表立足日常学习体验，对教学组织、课堂管理、教学内容

与方法、教学资源配置及实训条件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会议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搜集汇总了学生反馈，共收到有效问

卷 38 份。现将学生反馈情况汇总如下： 

一、结果与分析 

（一）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 

课程内容匹配度：大多数学生（84.21%）认为所学课程内

容与专业培养目标匹配，其中 34.21%认为“非常匹配”，50%

认为“比较匹配”。 

图 1 所学课程内容与专业培养目标匹配程度 

课程内容与实际岗位需求：50%的学生偶尔遇到课程内

容脱离实际岗位需求的情况，13.16%的学生经常遇到，而



36.84%的学生从未遇到。 

教师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60.53%的教师基本能将理论

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但仍有 23.68%的教师被认为“完全

能”做到。 

公共课教师教学方法：55.26%的教师基本能用案例和问

题引导讨论，但“完全能”做到的教师仅占 23.68%。 

（二）课堂互动与学习效果 

教师课堂互动积极性：50%的教师比较积极与学生互动，

23.68%的教师非常积极，但也有 23.68%的教师表现一般。 

 

 

 

 

 

 

 

 

 

 

图 2 教师课堂互动情况 

互动方式有效性：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65.79%）认为

教师的互动方式比较有效或非常有效。 

照本宣科情况：68.42%的教师偶尔照本宣科，10.53%的

教师经常照本宣科，说明部分教师在教学创新上仍有提升空



间。 

PPT 内容及设计感：超过一半的学生（52.63%）对 PPT 内

容及设计感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 

（三）实践教学与技能培养 

实训设备充足度：仅 13.16%的学生认为实训设备非常充

足，34.21%认为比较充足，说明实训设备可能不足以满足所

有学生的需求。 

图 3 实训课设备的充足程度 

实训课操作指导清晰度：超过七成的学生（71.05%）认

为实训课操作指导比较清晰或非常清晰。 

企业导师或行业专家进课堂：超过九成的学生（94.74%）

希望或非常希望企业导师或行业专家进课堂。 

校企合作项目或岗位体验机会：超过八成的学生

（86.84%）希望或非常希望增加更多校企合作项目或岗位体

验机会。 



（四）教学管理与支持 

课程安排合理性：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68.42%）认为

课程安排比较合理或非常合理。 

课后答疑与作业反馈及时性：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

（68.42%）认为教师课后答疑和作业批改反馈比较及时或非

常及时。 

作业量适中性：86.84%的学生认为作业量适中。 

教材选用紧密性：所有学生都认为教材选用与职业和岗

位实际比较紧密或非常紧密。 

（五）教学设施与环境 

教室/实训室硬件设施满意度：超过四成的学生（44.74%）

对教室/实训室硬件设施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 

图 4 教室/实训室硬件设施的满意度 

公共学习资源开放时间与使用体验：超过六成的学生

（63.16%）对图书馆、机房等公共学习资源的开放时间和使



用体验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 

（六）学生反馈与改进 

参与学生评教情况：92.11%的学生参与过学生评教。 

评教内容建议：主要建议包括增加实训内容、增强老师

教学方法创新、评教内容更具体等。 

督导听课影响：超过九成的学生（92.11%）认为督导听

课对教师上课质量有一定影响或显著提升。 

希望督导关注重点：主要关注实训、实践方面、教师教

学内容与方式等。 

（七）开放性问题分析 

在关于迟到与请假情况的调查中，多数学生反映迟到和

请假情况不普遍，主要原因集中在个人生活习惯，如晚睡导

致早起困难、闹钟设置不当等。部分学生提到因病请假，显

示出健康管理也是影响因素之一。此外，也有学生认为老师

管理不严、学生自主性差导致了迟到现象的普遍性，这反映

出教学管理和学生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课余时间主动学习情况的调查中，绝大多数学生表示

有过主动学习经历，且多数学生每天自主学习时长在 0.5-2

小时之间，显示出学生较强的自我驱动学习能力。然而，仍

有少数学生从未主动学习，需关注其学习动机的激发。 

关于学习动力与压力的看法，多数学生认为学习需要更

多的动力，并希望学校能在课堂纪律管理等方面加强。此外，

学生还提出了对学校教学和管理的多项建议，包括加强创新

性、协调理论与实践、增加实训课程等，这些建议为学校改



进教学和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二、一些共性问题 

（一）课程内容与实际岗位需求的匹配度仍需加强 

尽管多数学生认为课程内容与专业培养目标总体匹配，

但仍有超半数的学生反映存在课程内容脱离实际岗位需求

的现象，尤其是部分理论性较强的课程未能充分融入行业最

新技术或案例，导致学生在实践操作和职业适应中面临困难。

此外，部分教师在教学中过于依赖教材，未能灵活结合行业

动态调整教学内容，进一步加剧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矛盾。 

（二）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性和互动性不足 

调查显示，部分教师仍存在“照本宣科”现象，课堂互

动方式单一，过度依赖 PPT 讲解或单向传授知识，未能有效

调动学生参与讨论或实践操作的积极性。尤其是公共课教学

中，案例分析和问题导向的教学方法应用不足，导致学生对

抽象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较弱。这一现象反映出部分

教师对现代职业教育理念的转化能力有待提升，未能充分结

合高职学生注重实践的学习特点设计教学环节。 

（三）实训资源短缺与校企合作深度不足 

尽管学生对实训课程的操作指导清晰度评价较高，但实

训设备的数量和质量仍难以满足需求。部分专业的实训设备

（或软件）更新滞后于行业技术发展，学生实操机会有限，

直接影响技能掌握的熟练度。同时，尽管学生对企业导师进

课堂和校企合作项目的需求迫切，但目前此类资源覆盖面较

窄，校企合作多停留在参观或讲座层面，缺乏系统性、周期



性的岗位体验或项目化教学安排，导致学生难以通过真实工

作场景深化技能应用能力。 

（四）师资力量不足 

一些专业因师资力量不足专业课合班教学，合班人数过

多，教学质量无法保证。 

（五）个别课程安排不合理 

多个学院存在连续 4 节课为同一门课的情况，学生和授

课教师都比较吃力。 

三、改进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需从课程建设、师资培养、资源整合、

环境优化等多维度协同改进。 

（一）深化课程内容与行业需求的动态衔接 

建议以专业群为单位建立“行业-企业-学校”协同教研

机制，定期组织教师参与企业调研或岗位实践，将行业技术

标准、典型工作案例转化为教学模块，确保教学内容紧密贴

合岗位需求。同时，鼓励教师开发校本教材或活页式工作手

册，将行业新技术、新规范及时融入课堂教学，增强课程的

实用性和前瞻性。 

（二）推动教学方式向“学生中心、能力导向”转型 

需加强教师教学能力培训，重点推广项目式教学、情景

模拟、工学交替等教学方法。例如，在教学中，可通过设计

“企业真实问题解决”任务链，引导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

案例；增加小组协作完成实操项目的比例，强化学生解决问

题的综合能力。此外，建议建立教师教学创新激励机制，将



课堂互动有效性、学生满意度纳入考核指标，鼓励教师探索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利用虚拟仿真平台或微课资源弥

补实训条件不足的短板。 

（三）强化校企合作资源供给与实训条件建设 

一方面，需拓展与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的深度合作，通

过共建产业学院、订单班等形式，将企业导师授课、岗位实

习、技能认证等环节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例如，经济管理类

专业可联合电商企业开展“双十一”实战项目，建筑工程类

专业可参与企业 BIM技术应用项目，实现“教学-实践-就业”

链条化培养。另一方面，建议加大实训设备投入，优先更新

技术迭代快的专业设备，同时优化实训室管理模式，通过错

峰排课、延长开放时间、设立学生助教岗等方式提升设备使

用效率。 

（四）构建“全链条”质量保障与反馈机制 

继续完善“督导-教师-学生”多方联动的质量监控体系。

督导部门需重点跟进课堂教学创新和实训环节的实施效果，

定期发布改进建议；学生评教内容可细化至“课程内容实用

性”“教师互动频率”等指标，并建立评教结果向教师定向反

馈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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