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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0 日我们迎来了 2023 年春季新学期，根据学校《“开学第一课”

系列教育活动方案》及教务处教学工作安排，2 月 27 日开始了教学第一周，

所有任课教师精神饱满的走上了三尺讲台，现将第 1-4 周教学督导听课及

其他工作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表 1 2 月 27 日— 3 月 26 日听课情况汇总表

组别
督导数

（名）

教师数

（人次）

学时数

（节）

课程数

（门次）

专业数

（个）

年级数

（个）

学生数

（人次）

工科组 10 49 98 38 12 3 2571

思政基础部组 6 9 26 6 15 2 1241

经管教文组 5 12 30 14 5 3 710

赵春玲 1 30 30 29 15 3 1901

总计 22 100 184 58 28 3 6423

表 2

2月 27日—3月 26日 听课评价表

序

号
督导

授课

教师
听课时间 课程 专业班级

学生

数

1 张骜 沈晓飞 3月 23 日第 12节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智能科学 2201、电气 2205-06 91

2 张骜 段丽馥 3月 23 日第 34节 大学外语 IV 21 级化学工程+生物工程 B2 77

3 韩云龙 沈晓飞 3月 23 日第 12节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电气 2205-2206、智能 2201 89



4 韩云龙 段丽馥 3月 23 日第 34节 大学外语Ⅳ 应化、化工 77

5 刘淑霞 彭博 3月 7日第 3-4 节 大学英语 4 21 级智能制造、机械 58

6 刘淑霞 段丽馥 3月 23日第 3-4节 大学英语 4 21级化工生物 103

7 李强 牛翘楚 3月 21日第 3-4节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应化 2201、化工 2201-2202 136

8 李强 赵文晶 3月 24日第 3-4节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工商 2101、新媒体 2101-2102 85

9 赵家和 赵文晶 3 月 14 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工商 2101、新媒体 2101-2102 84

10 赵家和 郭姝睿 3月 24日第 3-4节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会计 2101-2103 103

11 赵家和 马磊 3月 22日第 3-4节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计算机 2101-2103 98

12 李淑娟 吴宇飞 3月 27日第 3-4节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计算机 2104-2106 104

13 李淑娟 谷明月 3月 31日第 5-6节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会计 2205-2208 136

14 岳玉珠 张文婷 3月 3日第 12 节 金融学 互联网金融 2201 30

15 岳玉珠 张宗蕾 3月 3日第 56 节 微观经济学 金融 2203-2204 62

16 岳玉珠 崔晓洁 3月 8日第 12 节 金融风险管理 互联网金融 2001-2002 47

17 佟元琪 张文婷 3月 22 日第 12节 保险学原理 互联网金融 2101-2102 46

18 孙佟 张文婷 3月 3日第 34 节 保险学原理 互联网金融 2101-2102 46

19 孙佟 崔晓洁 3月 6日第 12 节 证券投资学 互联网金融 2101-2102 46

20 岳红梅 于晨 3月 9日第 12 节 税法 评估 2101 34

21 岳红梅 王梓祎 3月 23日 12 节 无形资产评估 评估 2001 31

22 王鹏 云煜韬 3月 20 日第 56节 乒乓球 公共体育 35

23 王鹏 张宝龙 3月 14 日第 12节 羽毛球 社体 2001 29

24 王鹏 于倩 3月 21 日第 56节 踏板操 公共体育 35

25 王鹏 张弛 3月 21 日第 78节 器械健身 公共体育 35

26 王鹏 杨晓婷 3月 7日第 12 节 学校体育学 社体 22 级 100

27 王鹏 侴丽松 3月 14 日第 34节 健身健美前沿课程 社体 21 级 35

28 王鹏 张培竹 3月 20 日第 12节 体育保健与康复 社体 20 级 99

29 单译 王海龙 3月 1日第 12节 化工原理 B 生物 2101-2102 52

30 单译 尚冬梅 3月 1日第 34节 分析化学 B 化工 2101-2102 53

31 单译 刘思乐 3月 9日第 34节 化工分离工程 化工 2001-2002 51

32 单译 王欢 3月 9日第 34节 化工设计 化工 2001-2002 51

33 单译 崔乐乐 3月 9日第 34节 物理化学 II 化工 2101-2102 53

34 单译 陆姗姗 3月 9日第 34节 石油炼制工程 化工 2001-2002 51

35 可成友 苏魏 3月 8日第 12节 高等数学 II
化工 2201-2202、应化

2201-2202
126

36 可成友 杜新春 3月 13日第 34节 有机化学 I 制药 2203-2204 55

37 可成友 崔乐乐 3月 15日第 12节 物理化学 II 化工 2201-2202 52

38 可成友 陆姗姗 3月 22日第 12节 石油炼制工程 化工 2001-2002 53

39 徐建英 潘琳琳 3月 6日第 12节 电机学 电气 2101-2103 88

40 徐建英 周凡 3月 8日第 12节 软件工程 计算机 2105-2106 71



41 徐建英 刘金池 3月 9日第 12节 计算机网络 物联网 2101 25

42 徐建英 陈丽娜 3月 15日第 12节 机器视觉 A 智能科学 2001 37

43 任晓珍 李岳 3月 3日第 12节 环境规划与管理 环境 2001 28

44 任晓珍 武帆 3月 3日第 34节 中水回用技术 环境 2001 28

45 任晓珍 牛超 3月 20日第 12节 环境监理 环境 2001 28

46 任晓珍 李岳 3月 21日第 12节 污染场地修复技术 环境 2001 28

47 任晓珍 肖紫鸣 3月 24日第 12节 制药过程安全与环保 生物 2001-2002 43

48 侯志敏 颜世晶 3月 7日第 2节 机械制造工艺学 机制 2003-2004 67

49 侯志敏 王达理 3月 8日第 3节 工程材料 机制 2101 30

50 侯志敏 高雨航 3月 10日第 2节 机械设计 机制 2101 30

51 侯志敏 王婷 3月 21日第 2节
机床电气与 PLC控制

应用
机制 2003-2004 65

52 侯志敏 赛庆峰 3月 23日第 3节 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 机制 2001-2004 132

53 陈慧珍 张鹏飞 3月 13日第 12节 机械制造装备设计 机器人 2001 43

54 陈慧珍 李云革 3月 13日第 34节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机器人 2101 21

55 陈慧珍 何楠 3月 13日第 56节 有限元分析 机械 2003 35

56 陈慧珍 刘虹池 3月 24日第 12节 工业设计导论 工设 2201 19

57 侯祥林 刘兰馨 3月 3日第 34节 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 机械 2101 23

58 侯祥林 杨晓峰 3月 6日第 78节 理论力学 机械 2203-2204 51

59 侯祥林 高宇航 3月 7日第 56节 机械设计 机械 2101 21

60 侯祥林 王达理 3月 8日第 34节 工程材料 机械 2101 27

61 侯祥林 李云革 3月 13日第 34节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机器人 2101 21

62 侯祥林 张鹏飞 3月 13日第 12节 机械制造装备技术 机器人 2001 43

63 侯祥林 何楠 3月 13日第 56节 有限元分析及应用 机械 2003-2004 61

64 侯祥林 马靖 3月 23日第 12节 工程材料 机械 2203-2204 59

65 侯祥林 杨成玉 3月 23日第 34节 电路与电子 机械 2101-2102 55

66 高夏南 单译 3月 14日第 12节 化学工艺学 化工 2001-2002 51

67 高夏南 高诗特 3月 21日第 34节 有机化学 化工 2201-2202 75

68 高夏南 高慧妍 3月 22日第 34节 分析化学 A 应化 2101-2102 64

69 高夏南 张玉娜 3月 24日第 12节 表面活性剂化学 应化 2001-2002 64

70 王娇 李之奇 3月 20日第 34节 智能控制 智能 2001 42

71 王娇 杨月 3月 20日第 56节 智能传感技术 智能 2001 42

72 王娇 李莹 3月 20日第 78节 数据结构与算法 计算机 2107-2108 69

73 王娇 陈丽娜 3月 22日第 12节 机器视觉 A 智能 2001 42

74 张连浩 王娜 3月 16日第 12节 高电压工程 电气 2004-2006 98

75 张连浩 杜博 3月 17日第 12节 操作系统 计算机 2001-2002 88

76 张连浩 周凡 3月 22日第 12节 软件工程 计算机 2105-2106 72

77 张连浩 杜博 3月 24日第 12节 操作系统 计算机 2001-2002 88

78 赵春玲 冯今昭 2月 27 日第 1 节 电路与电子技术基础 智能制造 2101 34

79 赵春玲 吴宇飞 2月 27 日第 3 节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计算机 2104-06 104

80 赵春玲 张文婷 2月 28 日第 1 节 期货与期权 互联网金融 2101-02 45



81 赵春玲 杨雪 2月 28 日第 3 节 证券投资基金 金融 2004-06 134

82 赵春玲 崔晓洁 3月 1日第 1节 金融风险管理 互联网金融 2001-02 47

83 赵春玲 杨宇 3月 1日第 3节 银行会计 会计 2005-06 77

84 赵春玲 王梓祎 3月 2日第 1节 无形资产评估 评估 2001 31

85 赵春玲 高雨航 3月 3日第 1节 机械设计 机械 2101 30

86 赵春玲 李颖 3月 6日第 1节 微观经济学 评估 2201 18

87 赵春玲 李雨薇 3月 6日第 3节 电气工程专业外语 电气 2001-03 105

88 赵春玲 姜疏桐 3月 7日第 1节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 工商 2001-02 26

89 赵春玲 肖紫鸣 3月 7日第 3节 生物制药工艺学 生物 2001-02 48

90 赵春玲 于晨 3月 9日第 1节 税法 评估 2101 34

91 赵春玲 赵孟茹 3月 9日第 3节 自动控制原理 机器人 2101 22

92 赵春玲 张宗蕾 3月 10 日第 1 节 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 金融 2103-04 64

93 赵春玲 刘金池 3月 10 日第 3 节 物联网技术概论 计算机 2201-02 77

94 赵春玲 石小川 3月 13 日第 1 节 计量经济学 金融 2005-06 79

95 赵春玲 阎诗菲 3月 14 日第 1 节 设计素描 工设 2201 20

96 赵春玲 刘丽丽 3月 14 日第 3 节 模式识别基础 智能制造 2001 42

97 赵春玲 张秀兰 3月 15 日第 1 节 高等数学Ⅱ
工设 2201、智能制造 2201、机

械 2201-02
95

98 赵春玲 武泽平 3月 16 日第 1 节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会计 2106-2108 118

99 赵春玲 张培竹 3月 20 日第 1 节 体育保健与康复 社体 2001-03 93

100 赵春玲 杜博 3月 20 日第 3 节 操作系统 计算机 2003-04 86

101 赵春玲 车姝 3月 21 日第 1 节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

道德
会计 2207-08 79

102 赵春玲 王婷 3月 21 日第 3 节
机床电气与 PLC 控制

应用
机械 2003-2004 65

103 赵春玲 陶思齐 3月 22 日第 1 节 财产保险 金融 2004-06 122

104 赵春玲 张玉娜 3月 22 日第 3 节 化学分析 B 制药 2103 30

105 赵春玲 杨成玉 3月 23 日第 1 节 电路与电子技术基础 机械 2101-02 59

106 赵春玲 郑天竹 3月 24 日第 1 节 金融专业外语 金融 2001-02 88

107 赵春玲 武帆 3月 24 日第 3 节 中水回用技术 环境 2001 29

表 3 2 月 27 日— 3 月 26 日 巡课情况汇总表

组别 督导数（名） 教师数（人次） 巡课（节次） 课程数（门次）

工科组 10 42 42 42

思政基础部组 0 0 0 0

经管教文组 0 0 0 0

总计 10 42 42 42



表 4

2 月 27 日— 3 月 24 日教学材料、试卷、毕业设计等检查情况表

组

别

教案 教学日历 教学大纲 试卷 毕业设计

总

份

数

合

格

不

合

格

总

份

数

合

格

不

合

格

总

份

数

合

格

不

合

格

总

份

数

合

格

不

合

格

总

份

数

合

格

不

合

格

工

科

组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经

管

教

文

组

7 7 7 7 7 7

思

政

组

二、听课情况总结分析

从整体听课效果来看，各授课教师都能遵守教学规范，落实教学要求，

教学设计合理，教学方法多样，信息化手段有效融入，课堂教学中能注重

学生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具有较强的感染力，教学效果较好。

（一）课堂教学质量情况

1、课前教学准备的情况

新学期伊始，教学督导全部深入教学第一线，对教师授课、学生出勤

和听课表现、教学设备运行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巡视，教学秩序良好。

任课教师课前准备工作十分充分，教学材料齐备，教案撰写符合学校

要求，授课手册填写完整；基本上做到提前 5-10 分钟进入教室，教学设备

操作熟练,打开电脑和 PPT，术科课也能提前达到场地，进行教学设备的检

查，做好课前准备工作。组织学生学习通签到或点名，检查学生出勤情况，



对所留作业进行总结和点评，强调课堂纪律，收起手机，提醒学生拿出教

材和笔记。调整心情，了解学生作业完成和预习情况，做好课前教学的准

备工作，进入最佳教学状态。参与磨课的教师还能及时将教学设计方案提

交给督导人员。

整体上看，授课准备良好，能准时上课，认真准备教学材料，能按教

学大纲和教学日历讲授，授课语言都比较准确，讲解流利并认真，内容丰

满，说明教师备课都比较充分。

2、教学内容的讲授情况

①授课内容充实，课件内容丰富，教学重点明确、突出，教学效果良

好。如：张培竹老师的《体育保健与康复》课，老师备课充分，完全脱稿

讲解，知识运用自如，信手拈来，用体育运动的各种项目讲解运动损伤的

基本特征和处理，并对知识点进行适当的扩展，因为该课没有教材，PPT 做

的精美，供学生学习使用，老师上课只按 PPT 大纲，课堂上常常走下讲台，

边讲边示范动作，重点突出，并要求学生记笔记，随时进行提问，课堂气

氛好，教学效果好。张玉娜老师上课声音洪亮，知识娴熟，脱稿讲解，注

重启发式教学，课堂上学生听课状态好，抬头率高。王海龙老师讲授的《化

工原理 B》课程，授课幽默，能解答清楚为什么生物工程专业的学生要学习

化工原理，同时能够结合自身经历与前序课的内容，为本课程的教学服务，

逻辑性强，思路清晰，声音洪亮，效果较好。陈丽娜老师讲授的《机器视

觉》课程，内容丰富、熟练，语言表达简练，通俗易懂，PPT 与板书结合效

果好。可明显标注重难点，学生学习起来思路清晰，形象大方，语言表述

清晰，思路清晰。重视学生的培养，实例引入，学生练习适当。杨成玉老



师讲授的《电路与电子技术》对教学内容很熟悉，备课下了功夫。黑板板

书推导有条理，内容丰富，文字书写漂亮。杜博老师讲授的《操作系统》

课程，授课进程条理清晰，重点、要点内容有提示，并结合一些实例讲解

相关知识，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想一想，帮助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

和记忆，并结合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等应用展开讲解，使学生清楚本课程的

重要性的同时，也明白如何应用。崔晓洁老师的《证券投资学》精神饱满，

内容娴熟，重难点突出。教学内容完整充实，思路清晰，表达流畅。沈晓

飞老师授课内容充实，课件内容丰富，教学的重点明确、突出，教学效果

良好。

②教书育人是教师的职责，部分教师能将创新创业教育和课堂思政教

育融入课堂。如：吴宇飞老师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第一课以《不负春光，重新出发》为题，通过抗疫成果的展现，

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卡片积分的方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老师通过大量的实例教育学生爱党爱国，课堂活跃，达到了思政

课的教学效果。杨宇老师的《银行会计》课，明确将创新创业实训和课程

思政列入考核方式，鼓励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和上交课程思政 PPT 案例，

在平时的授课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正面引导，起到不错的效果。武帆老师在

讲解《中水回用技术》这门课程时对专业课知识点解释详细，PPT 设计美观，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与学生互动频繁，要求学生记笔记并将重点在书

上画上记号，通过学生对问题的正确回答，说明学生全部掌握了所学知识

点。在讲授过程中引入了我国工业废水污染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此

为背景说明工业污水回用的必要性，增强了学生的环境保护责任感、使命



感，很好地融入了思政元素，学生学习积极性很高。高慧妍老师讲授的《分

析化学 A》，在教学过程中，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思考。既

加强了师生的互动，又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讲到滴定在生产过程

中的应用，使学生意识到滴定分析在化工行业的重要性，有效的融入了思

政元素。王娜老师的《高电压工程》课，老师上课有激情，讲练结合，善

于调动学生学习气氛，提问、分析、诱导、讨论、回答环环相扣，节奏紧

凑，重点突出，各知识点之间衔接很好。课堂教与学的氛围较好。PPT+白

板，边讲边练，讲练结合，重点突出，对学生严格要求，达到了教学目标。

鼓励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学好存货知识，为创新创业大赛中的财务工

作记好账，效果较好。谷明月老师在授课过程中，通过观看慕课的方式，

向学生介绍了日本著名的企业家盛道和夫的事迹，以此来激发学生们的创

新精神。段丽馥老师，将思政元素恰如其分地嵌入教学内容中，引导学生

建立正确的世界观。

③教师语言表述能力好，课堂讲解层次清晰，清晰流畅，语速适中，

重点内容讲授清楚，难点也把握准确。授课老师更加注重学生的掌握程度。

如：李岳老师讲授的《环境规划与管理》，课程思路清晰，语速适中，娓

娓道来，首先讲明了课程框架和重难点内容，其次提出新的教学内容，同

时能够抛出“环境管理谁来管？管理谁？怎么管”一系列问题作为知识切

入点，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而后详细讲解理论内容。讲授的《污染场地

修复技术》课程，在内容介绍时引入了很多课本上没有、而与课程相关的

有关规范、技术指南，加入了实际工作的照片让学生对土壤污染调查的方

法、过程等知识点的学习更为形象，体现了“双师型”教师上课的特色。



单译老师讲授的《化学工艺学》，精神饱满，内容娴熟，重难点突出。主

要讲授烃类热裂解过程中裂解气的净化和分离过程，以及乙烯环氧化生产

环氧丙烷生产技术。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日历组织教学过程，注重理

论联系实际，对顺序分离流程等裂解气分离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讲解，教学

效果良好。杨晓婷老师讲授的《学校体育学》课程，备课充分，脱稿讲解，

重点难点突出，注重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课堂中给学生思考和讨论的时

间比较多，积极转化师生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学习热情，学生在课堂中

的参与度比较高，能够引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3、教学方法、手段应用的情况

①“以学生为中心” ，授课教师努力改进教学方法，与学生积极进行

互动，教学方法多样化，采用讲授、案例分析、任务驱动、小组讨论法等，

使教与学的质量有所提高。如：李颖老师的《微观经济学》课，授课老师

备课充分，完全脱稿讲解，PPT+板书，讲解清楚，启发式教学，和学生一

起复习上节课内容，又和学生一起学习新知识，学生积极发言，课堂非常

活跃，打破一言堂，学生真正学到的知识。李雨薇老师的《电气工程专业

外语》课，知识娴熟，发音准确，随时通过学习通摇号的方式提问，使学

生全程处于精神集中的状态，让学生上台诵读英文并进行翻译，对学生严

格要求，有效利用课堂 45分钟，达到了教学效果。周凡老师的《软件工程》

课，将所学知识和前一节知识进行串联，PPT+板书，边讲边提问，学生做

题后再进行点评讲解，重难点讲解详细，师生互动多，举例恰当，学生参

与度高，学生都能掌握所学内容，教学效果突出。张文婷老师的《保险学

原理》教学内容难易适当，由浅入深，注重引导学生思考，分析透彻，课



堂提示恰到好处，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日历组织教学过程，在教学过

程中，善于启发学生思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教学效果良好。李梓祎老

师在讲授《无形资产评估》中，声音亲切，不断鼓励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体作用，使学生在融洽的课堂氛围中学习,推进了知识的掌握和智力的开

发,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于倩老师讲授的《踏板操》课程，这门课程是

一门术科实践课，于老师采用讲解-示范-纠错-反复练习-翻转课堂的形式

进行组织，这样新颖的教学模式能够促使学生掌握技能、运用技能、并在

实践过程中能够进行教学，这种新型的术科教学模式也受到了学生们的一

致好评。

②注重讲练结合。例题、练习题讲解充分，融入案例，加深学生对知

识点的理解。如：武泽平老师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由于课程的特

殊性，老师在 PPT 上手写讲解，讲完即刻练习，用生活的案例讲解数学，

上课有亲和力，与学生互动多，关注学生，学生听课认真，积极呼应老师，

课堂教学效果很好。李云革老师讲授的《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语速适中，

抑扬顿挫，讲到重点声音会特意放大。导课结合生活实际例子，引入自然。

课堂纪律非常好，全体学生听课认真，能走到学生中间了解是否明白所讲

内容。讲授条例清楚，重点突出。张宗蕾老师在讲解《税法》这门课中，

可以看出教学基本功较扎实,教学思路较清晰,逻辑思维较强,能利用案例

探究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课堂气氛较活跃(师生互动较频繁)教学

效果较好。

③课件制作精致，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完整；板书工整,设计美观。

如：于晨老师的《税法》课，PPT 文字+表格+图片，色彩鲜艳，重点知识点



有标注，板书有设计，字号大小合适，后排学生完全看得清楚，给人耳目

一新的感觉。陆姗姗老师讲授的《石油炼制工程》课程，自己到油田拍摄

照片和小视频，直观效果明显，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潘琳琳老师讲授

的《电机学》，内容熟练，声音洪亮，板书与 PPT 相结合，表达效果好。

彭博老师的课件制作精致，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完整，不仅色彩丰富，

且伴有短视频，音频，尽力抓住学生注意力；板书工整,设计美观，注意课

堂管理，关注学生，组织教学恰当。沈晓飞老师注重讲练结合，例题、练

习题讲解充分，融入案例，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

④注意课堂管理，关注学生，组织教学恰当。如：牛超老师讲授的《环

境监理》课程，在课前进行了逐一点名，在课堂上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提

示学生学习的重要性，要求学生做好笔记。牛超老师备课充分，重点突出，

以全班朗读的方式回顾了环境监理的概念，做好了知识的衔接，加深学生

的印象。李莹老师的《数据结构》课程，采用学习通课前测验，掌握学生

的学习动态，并让学生向全班解答相关问题。

还有很多老师，由于篇幅所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授课存在的问题

1、部分年轻教师对整体教学设计把握不深，教学时间与教学内容安排

不合理，在浅显的问题上花时间过多，在重点难点内容处理上，功夫下的

还不够。 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不够充分，用慨念解释概念，缺乏恰当的例子

和分析。

2、个别教师有低头看教案或教材的，给人备课不充分的感觉。存在照

本宣科、照屏宣科问题。讲课语流节奏与学生理解消化有时不能匹配。



3、在掌控课堂方面新教师往往主要关注授课内容忽视学生的管理。部

分教师存在课前未有效加强考勤、督促学生按时进入课堂、上课不能玩手

机等现象，教学环节中缺少行为规范养成教育。

4、用 PPT 授课，整页，搬书问题，页面内容过多，课件内容字数较多，

不够精炼。板书较少，板书书写方面差，随机乱写，绘图也不规范，板书

的撰写、布局仍有待提高。

5、教学过程缺少必要的课堂互动，教学内容缺少思政元素的有效融入。

6、制图教师必须要学手绘草图。制图老师板书要求要严格些。

7、个别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讲，玩手机，或做其他与本课无关的工作。

学生学习动力严重不足，学生的课堂参与情况呈现两级分化，部分同学缺

乏参与课堂的热情。

8、讲台上固定的麦克风，严重限制了教师讲授范围，无法脱离讲台。

9、没有备用的椅子，供教师放教学备品，以及课间休息坐一会。

10、走廊和教室缺乏文化建设。

（三）对授课提出几点建议

1、建议年轻教师虚心向优秀教师学习，积极参加教研活动，促进教学

质量的持续提升。

2、授课过程中，知识点与知识点之间能增加过渡性的衔接语句，阐明

知识点与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建议提高对课程内容的理解，讲课时多举例

子，避免用概念解释概念。讲解理论的过程中要与应用适度结合，既可以

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3、在课堂的组织方式上，加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学生学习动力，



激发学生学习热情，课上应多关注后排学生，有的学生看手机、看其他课

外书籍等。关注学生的抬头率和对知识的接收程度。对能跟老师互动以及

课堂表现好的学生要给予积极的表扬，对表现躺平的学生，给予温和的提

醒和鼓励。建议走到学生中间，了解学生的听课效果，提醒未听课的学生。

4、强化青年教师能力培养，课程成组，一类课程统一教学内容和继续

过程实施；强化 PPT 页面规范，强化板书书写要求。建议教师设计好教案

中的板书模版，对板书的撰写多做练习。

5、合理规划课程时间，突出重难点，新老师在备课时可通过模拟课堂

的方式加以计时，控制讲授进度与进程；注重教学体系、内容手段和方法

改革实践等。

6、教师要精研授课内容，理论联系实际，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出

发，认真备课，精心准备，争取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限于学时，做

好内容处理，突出重点难点，突出核心内容，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要按高

等教育培养规律授课，突出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增加教学吸引力。

7、加强课堂管理，严格考勤制度，做到学生“一个都不少”，了解学

生动向，积极与辅导员老师、班导师做好沟通。

8、杜绝单一的文档演示。不能完全以 PPT 为主讲解。增加一些与课程

相关的网络或实践实际信息，并且平时老师要注意收集相关信息，可以采

取多种形式授课，特别是从企业来的教师实践能力强要多引入实际的案例。

引入案例时加入图片、视频等呈现方式，改变口述的方式，以吸引学生注

意力。建议备课多看参考书，拓展知识领域，讲课既有深度，又能深入浅

出。



9、进行教室设施检查，目前 MIC 遮挡黑板，黑板上有胶带粘贴痕迹，

无法良好使用。可能的话，教学班以不超过 2 个行政班为宜。加强教室班

级文化建设。

10、教室里应该配备椅子，以供教师放备品及课间休息。采用无线麦

克，增强老师与学生的互动。

教学督导办公室

2023 年 4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