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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学年第二学期校级教学督导总结 

教学督导工作作为一项常规工作，是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一

环，是深入推进“以本为本”“四个回归”，确保学校本科教学质量的重

要抓手。2022-2023 学年第二学期，学校校级教学督导工作持续、常态化、

创新性推进。 

一、督导情况 

本学期校级教学督导听课采取小组督导和个别督导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小组督导于第 7-12 周集中进行，个别督导于第 7-14 周进行。第十一届教

学督导委员会各位专兼职专家克服困难，情系学校、心向教学，以高度的

责任感、极大的热情，通过随机听督导和重点督导相结合的方式对全校课

堂教学情况进行了督导，对任课教师课堂教学提出了针对性的指导、帮助，

对学校教学管理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建议。 

本学期督导成绩优秀的课程有 54 门次，占比 18.62%；良好的课程有

200 门次，占比 68.97%；中等的课程有 34 门次，占比 11.72%；合格的课

程有 2门次，占比 0.69%，无不合格课程。督导成绩优良率达到了 87.59%。

其中，上学期督导中发现的一门不合格课程经过学院帮扶和本学期跟踪督

导后发现：教师备课充分，课堂设计合理，内容充实，教学方法多样，能

熟练应用“学习通”辅助教学，教学效果达到良好等级，教师教学态度和

水平相较于上学期大幅提升。具体各学院教学督导成绩统计见下表： 

2022-2023 学年第二学期教学督导结果统计表 

学院 优秀 良好 中等 合格 不合格 优良率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3 9 1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12 2    

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 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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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与海洋学院 1 8     

种子与设施农业工程学院 2 14     

机械与自动化学院 9 20 3    

计算机工程学院 2 21 1    

建筑工程学院 2 7 1    

文史学院 4 21 1    

外国语学院 6 6 3    

经济管理学院 2 5 4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4 15 2    

政法学院 3 9 2    

教师教育学院 2 11 3    

传媒学院 2 1 7    

音乐学院 2 6     

美术学院 3 4 2 1   

体育学院 2 6 2    

歌尔科技产业学院 2 7     

创新创业学院 1      

根据督导听课结果反馈，绝大多数教师教学态度端正、教风严谨，教

学准备充分，教学基本功扎实，教学内容充实，观点正确，课堂教学组织

到位，教学状况井然，能够按照教学进度安排较好完成教学任务。教师课

堂教学信息化水平、课程思政意识持续增强，课堂教学方式方法持续优化，

教师教学能力尤其是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明显提高，学生到课率和听课质量

逐步提高，学校教风、学风持续向好。具体督导成绩已反馈到各教学单位。 

二、存在问题 

从督导反馈的情况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教师教学基本功、教学素养有待进一步加强。部分教师在教态、

语音、语调、语速、普通话教学、课堂板书、课件制作、教学环节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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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仍然需要提升。主要表现为：部分教师语言表达过于平淡，语调抑扬

顿挫不鲜明，情绪不够饱满，普通话不规范，吐字不清，语速过快，教学

语言不精练；部分教师 PPT 内容单一，文字堆砌，不够图文并茂，字体、

字号不合理，课件清晰度不够；部分教师不注重板书设计，课堂教学缺乏

板书或板书不规范；部分教师课堂教学环节不完整或时间安排不合理，存

在缺少课堂小结，课堂导入不精简、复习提问时间过长等问题。 

（二）教师教学态度需进一步端正。部分教师教学态度不认真，课前

备课不充分，教学文件不齐全，教具准备不充分，教学内容不熟悉，授课

过程中过度依赖 PPT 或讲稿。部分课堂尤其是大合堂课课堂组织和管理不

到位，学生到课率、听课率低，存在学生迟到、玩手机、吃零食、睡觉、

说话、上课过程中随意出入教室、教室前排座位空位严重，学生争相坐在

教室后排等问题。 

（三）教学内容组织有待进一步强化。部分教师教学内容设计、组织

有待加强，主要表现为：课程内容更新不及时，创新性不足，与学科前沿

联系不够，不能较好体现学科发展动态；课程内容理论联系实际不够，与

学生生活、社会实际、行业、企业现状联系较少；课程内容内涵挖掘尚欠，

拓展延伸不足，缺乏深度和广度，专业视野不够开阔；内容组织缺乏条理

性，重难点突破、讲解不到位；教学内容中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挖掘不够，

专业教育与课程思政教育有机结合不够深入、自然，课程思政有待进一步

凸显。 

（四）课堂教学方式方法需进一步优化。部分教师教学方法和教学手

段比较传统、单一，不能充分结合课程特点和学生需要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忽视师生互动和学生主体地位，止步于单向讲授，学生课堂参与度不足，

学习兴趣较低，课堂气氛不够活跃；部分课堂虽尝试进行教学改革，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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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讲授/展示为主，但课堂组织不够合理，学生讲解后，教师梳理、总结、

启发性点播、讲解不足，师生、生生之间质疑补充不足，教师主导作用没

有得到较好体现，课堂教学改革只有其形，难见其神；部分教师现代教学

技术应用水平不高，课堂信息化教学手段应用不足。 

具体问题已通过督导问题整改清单的形式反馈至相关职能部门和二级

学院进行整改。（见下图） 

2022-2023 学年第二学期校级教学督导问题整改清单 

项目 存在问题 问题描述 责任单位 

教学 

条件 

多媒体及麦克风故障 
部分教室多媒体播放卡顿，麦克风噪

声、回音太大，影响正常教学效果。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安顺校区管理办公室 

各二级学院" 

粉笔质量较差 粉笔质量不好，影响板书效果。 校园建设与管理处 

教室钟表不准时 教室钟表不能正常显示时间。 
各二级学院 

 

实践教学经费标准不

合理 

学校人体模特经费标准较低，导致人物

写生课请不到模特，影响学校实际教学

效果。 

 

教务处 

美术学院 

排课不合理 
存在部分小班课程排在大教室上课、部

分合堂教室学生人数太多等问题。 

教务处 

各二级学院 

课堂 

组织 

与实 

施 

课堂管理有待加强 

部分教师课堂管理不严格，学生到课

率、听课率低，存在上课不点名、玩手

机、说话、吃零食、睡觉、迟到、随意

进出课堂等问题。个别大合堂前半排空

位严重，学生集中在教室后排。 

教务处 

学生处 

各二级学院 

 

教学资料不完善 

部分教师教学文件（教案）不规范，上

课时不能按照教学常规携带、出示完备

的教学资料。 

教务处 

各二级学院 

教学纪律不严格 
个别教师存在迟到、调课不规范等问

题。 

教学环节设计不够合

理 

教师课堂教学环节不完整或时间安排

不合理，存在课堂导入不精简、与正课

衔接不自然，复习提问时间过长、缺少

课堂小结等问题。 

 

 
教学方式方法不够多

样 

部分教师教学方式方法比较单一，过度

依赖 ppt，存在照本宣科，满堂灌等现

象，缺乏师生互动。 教务处 

各二级学院 

课堂指导不到位 

部分进行教学改革的课堂，因选点不够

精准，把控不够严格，导致课堂环节散

乱，没有达到预期教学目标和效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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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技能课课堂练习指导不及时不到位。 

教师 

教学 

技能 

语言表达能力不过关 

部分教师语言表达能力弱，普通话不标

准，声音不洪亮，语调平淡，新教师背

书味较重，口语词多，语言节奏模糊。 

教务处 

各二级学院 

教态及肢体语言不自

然 

部分教师教态呆板，肢体语言欠缺或生

硬，一堂课一直站在一个位置、保持一

个姿势。 

板书不够规范 

多数教师不注重板书设计，缺乏规范性

和美感，甚至没有板书。部分教师为板

书而板书， PPT与板书结合不好。 

课件质量有待提升 

部分教师课件质量较差，PPT制作方式

单一，多以文字形式呈现，且字号小、

页面拥挤。同时，还存在 PPT播放太快

的问题。 

课程内容讲解不到位 

部分教师教学目标不明确，教学内容不

够熟练，缺乏深度、广度、系统性，教

学逻辑混乱，讲解不够透彻。 

课程内容更新不够及

时 

不能及时进行教学内容更新调整，完全

依赖教材进行教学。 

课程内容拓展不足 

部分教师专业视野不开阔，课外知识拓

展延伸不够，不能结合具体实践进行教

学，教学内容比较空洞乏味。 

课程思政融入不够 

教师对课程思政的意义和具体方法路

径理解不深不透。课程思政教育与教学

内容有机融合不够深入。个别教师在教

学环节末尾展示思政教育，显得生硬。 

 
 

三、意见建议 

根据督导过程中存在问题和不足，提出以下意见建议： 

（一） 重视教师培养，全面提升教师能力。 

学校及各二级学院要进一步加强对教师培养培训的重视。学校要通过

多种形式，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水平、不同需求的教师开展分层分项培训；

各二级学院要重视对教学的组织与管理，通过青年教师导师制、集体备课、

听课评课、经验交流、学院公开课、观摩课、教研活动、倡导青年教师听

课等多种措施提高教师教学基本功和教学素养；重视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引导教师加强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研究，转变教师教育教学理念和教

学方式方法，提升教师信息化水平，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增进课堂革命。 

（二）加强师德建设，强化教学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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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强化教学常规，规范教师教育教学行为。

引导教师认真履职，严谨治学，热爱教学、倾心教学、研究教学，加大教

学投入，增加备课时间，写好教案，做好教学设计，熟悉教学内容，提高

课堂教学质量。   

（三）加强学生管理，强化学风建设。重视学生管理和学风建设工作，

健全领导重视，辅导员、任课教师齐抓共管的工作模式。任课教师要明确

自身课堂教学管理第一责任人身份，改变 “只管教、不管学”的问题，关

注学生学习参与感、获得感、满意度，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

积极性，深度参与课堂教学，使学生掌握学习主动性，真正从“要我学”

转变为“我要学”、“我能学”、“我会学”。 

（四）进一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夯实立德树人基石。加大课程思政

教学研究，深化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深层次挖掘课程思政元素，重构

课程教学内容体系，在课程中有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创新教学手段

和教学方法，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炼典型经验和特色做法，促进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频共振、同向同行，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和人才

培养质量。 

（五）加大教学投入，做好支持服务。继续做好教学设备更新、维护

工作。加强多媒体教室建设，为上课教室配备多媒体，加强设备维修，及

时解决多媒体设备卡顿、故障等问题，建议为任课教师配备扩音设备、激

光笔等教学用具。进一步优化排课，避免出现排课教室学生过多，或者合

堂教室排课人数较少等问题，切实提高教室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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