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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监控通报  
2024 年第 2 期 

（总第 36 期）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               2024 年 4 月 3 日 

 

 

关于 2024 年 3 月教学督导工作情况的通报 

 
各二级学院（部）：  

教育教学质量是学院发展的生命线，通过教学督导能及早发

现并纠正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学生能够接受优质高效的

教育，提升学院的整体办学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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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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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份院（部）间交叉督导听课共计 125 节,其中督导评分

90 分及以上 118 节，80-89 分 7 节。各院（部）交叉督导听评课

情况见表 1，到课率情况见图 1，各分段占比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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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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医学院 21 

师范学院 8 

经济管理学院 20 

机电工程学院 12 

农林科技学院 17 

建筑工程学院 14 

基础课部（体育部） 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合计 125 

 

 

 

 

 

 

 

 

图 1  到课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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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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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课时），月度应达 20 人次。因本月技能大赛备赛等缘故，除

医学院和经济管理学院外，其余二级学院均未达到交叉督导课时

要求。 

对交叉督导到课情况的抽查显示，护理学院、医学院、师范

学院被督导班级的平均到课率在 95%以上；建筑工程学院和机电

工程学院为 91%；农林科技学院和经济管理学院为 87%。经了解，

因本月各院抽调学生参加技能大赛培训，对人数偏少的二级学院

部分班级到课率影响较大。但总的来说，仍然普遍存在不同程度

的迟到、缺课情况。 

（二）院（部）内教学督导情况 

3 月份各院（部）内部督导共计听课 87 节，其中评分 90 分

及以上 67 节，占比 94%;80-89 分 2 节，占比 3%;70-79 分 1 节，

占比 1%;60-69 分无;59 分及以下 1 节，占比 2%。各院（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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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督导听课情况详见表 2，各分段占比详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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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护理学院 12 

师范学院 8 

经济管理学院 4 

机电工程学院 16 

农林科技学院 10 

建筑工程学院 2 

基础课部（体育部） 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 

合计 87 

 

 

 

 

 

 

 

 

图 3  院（部）内部督导听评课各分段占比情况 



 — 5 — 

内部督导结果显示，大部分教师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和教学

能力，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语言清晰流畅，能够准确解答学生

的问题，课堂氛围较为活跃，教学效果较好。对于督导中反馈的

问题，部分二级学院也进行了整改。特别是医学院，领导高度重

视，督导组成员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了各项督导工作，听课评价客

观详细，督导记录完整认真，针对反馈情况收集汇总学生评课意

见，对新进教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开展了专门谈话和帮扶，有力

有据地确保了整改措施得以落实。 

二、存在问题 

开学以来，各二级学院（部）克服困难，在按要求开展交叉

督导的同时，不断加强内部督导，学院教学秩序平稳，到课率有

一定提升，课堂教学氛围良好。现将目前存在共性问题汇总如下： 

（一）经教务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巡查发现，在 8:00、

10:00 和 14:00这三个时段，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迟到情况。 

（二）督导中涉及新进教师较少，对五高管理中心班级覆盖

不够。相关二级学院须安排专人加强对五高管理中心班级的教学

管理。 

（三）少数教师照本宣科，学生学习兴趣不浓，整体课堂效

果较差；个别教师存在教学设计欠佳、知识储备不足、多媒体课

件陈旧的情况。 

（四）各院（部）均存在重“督”轻“导”的问题，认为填

写了听评课材料即代表着完成了此项工作，对内部督导、交叉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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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学生信息员反馈的情况不够重视，针对问题开展的专项指导

和整改落实力度不够。 

（五）个别二级学院仍使用已停用的听评课记录表格，给督

导室统计数据造成了困难。部分二级学院督导组成员数量不足，

或因行政事务和教学工作不能较好地开展工作。 

三、整改措施及要求 

（一）教师教学方面 

1.建议学院加强教师培训和研修，加强院（部）间交流和学

习活动，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优化教学设计，丰富

教学资源。 

2.鼓励教师结合实际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如项目

教学、案例教学、理实一体化教学、讨论式教学等，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提高教学效果。 

3.教师应关注学生的需求与反馈，增进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互

动，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策略，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教学过程，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督导工作方面 

1.各院（部）均须加大对老教师和近三年新进教师的督导力

度，鼓励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一些特色的督导活动，挖掘优秀教

学案例，新老结对，帮助新进教师成长。 

2.督导课程不能局限于基础课和专业课，对于不在日常教学

楼内开展的课程，特别是实训、体育、艺术、计算机等课程，要



 — 7 — 

确保有专门安排；在交叉督导和内部督导中，要确保覆盖到五高

管理中心的相关班级。 

3.为加强对到课情况的监督，各院部结合实际，在交叉督导

和内部督导中，尽可能地选择每天第 1、3、5 节课开展工作，对

学生迟到和课堂情况要如实记录和反馈。 

4.对于督导听评课得分较低的个别教师，相关院（部）督导

工作组要开展针对性听课，帮助分析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并及时

了解整改情况。 

5.为避免各院（部）督导组成员任务过重，现做出两个调整：

一是各院（部）可结合实际，按照学院《教学督导工作条例》要

求，尽快调整或补充院级督导人员，及时将名单重新报送教学质

量监控与评估处；二是护理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基础课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内部督导每学期共 70 课时（人次）不变，将农

林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内部

督导调整为每学期共 50 课时（人次）。 

6.4 月 7 日起，校级教学督导专家将随机进班听课。各二级

学院（部）务必支持和配合，为督导工作提供必要条件和便利，

虚心接受督导意见和建议，积极落实整改。 



 — 8 — 

 

 

 

 

 

 

 

 

 

 

 

 

 

 

 

 

 

 

 

 

 

 

送：院领导，各二级学院，相关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