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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简讯 

1. 2023 年教育教学督导组第一次会议 

4 月 3 日下午，学校在教学办公楼 801会议室召开了第七届教育

教学督导聘任仪式暨督导组 2023 年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副校长付百

学主持，第七届校督导、学院(部)督导组组长、各学院(部)教学副院

长(副主任)、教师发展中心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副校长付百学对第六届校、学院(部)督导组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

定，并对新一届督导组提出新的要求。付百学在会中重点强调了教学

督导工作是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是教

育教学质量监控评价体系的“关键”，是推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持续

改进的“主要抓手”。 

 

     图 1  第七届教育教学督导聘任仪式暨教育教学督导组 2023 年第一次会议 

2.召开校教学督导组组长、副组长工作会议 

4 月 7 日，由教师发展中心张显军、张静伟、刘文晶组织召开校

教学督导组组长、副组长工作会议，会议重点是制定本学期工作计划，

细化督导的工作，严格落实督导工作和职责，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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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反馈问题。 

3.学院（部）召开教育教学督导聘任仪式暨教育教学督导工作会议 

学院（部）召开新一届教育教学督导聘任仪式暨教育教学督导工

作会议，各学院（部）以新一轮审核评估为契机，做好学院教育教学

质量的持续改进。 

  

图 2 学院（部）教育教学督导聘任仪式暨教育教学督导工作会议 

（以上照片均来自各学院（部）网站） 

4.组织开展新教师教学试讲考核工作 

4 月 13 日，在机电楼 205、207、208 教室，学校组织开展了新

教师试讲考核工作。考核工作分为 3个组，每个考核组由 5 名教学督

导专家组成，对 2021 年秋季新入职专任教师、专职辅导员等 31人进

行了考核。考核工作由备课（课程教学大纲、授课计划、教案、讲稿

及课件等准备）、现场讲授（20 分钟）和答辩（10 分钟）三个环节

组成，按照教学文件规范度、内容熟悉度、教学设计有效度、语言清

晰度和仪态得体度等五个维度（10 项标准）进行综合评价。新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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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知晓、理解并认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端正态度，认真准

备，教学文件齐全，课堂讲授流畅，能够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并表示积极改进。绝大多数新教师能够熟悉教学流程和教学环节，教

学文件规范，能够掌握教学基本技能、方式方法和现代教育技术，积

极进行教学设计；个别新教师教学文件的规范性还有待加强，在熟悉

教学流程和教学环节、教学方式方法运用和教学设计等方面还需下大

力气改进提升。 

5.教师发展中心组织督导参加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人才自主培养质

量提升高级研讨会 

4 月 22 日-23 日，校教学督导组组长郑晓霞、副组长陈树海、邵

明晖参加了在南方科技大学举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人才自主培养

质量提升高级研讨会。教育部教育质量评估中心、高校评估处处长盛

敏作的《以评定向促强，携手共推学校高质量发展》报告回顾了高校

评估 40 年的实践探索，分析了新一轮审核评估改革发力点以及如何

扎实有效做好新一轮审核评估工作。要利用评估有效推动学校教学工

作，要提高战略站位，以评估理念引领学校再思考目标使命，做好顶

层设计，以评估举措推动学校再优化育人体系，加强质量保障，以评

估要点促进学校再增强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深挖数据资源，以评估工

具助推学校再提升数字治理能力。 

 

      图 3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提升高级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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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督导工作基本情况 

本月教学督导听课情况统计与数据分析如表 1所示。 

 

上表数据分析： 

   （1）本月教学督导听课总数是理论课程 396 学时，实验课程 15

学时。同时对近三年新进教师、综合排名后 15%教师、拟评职称申请

听课教师、兼职和外聘教师及近三年新开课程教师进行重点听课。教

学督导在听课过程中更加注重“有点有面、点面结合”，督导工作更

加细化。通过课堂评价统计结果，说明我校绝大多数教师教学质量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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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本月教学运行情况总体良好！ 

（2）校教学督导听课情况。听课总数 147 学时，理论 146学时，

实验 1 学时，其中对重点听课对象听课 51学时。建议继续加大对重

点人员的听课力度，同时，加大对实验课程的听课力度。         

 

图 4  校教学督导听课情况 

（3）学院（部）教学督导听课情况。听课总数 264 学时，理论

学时 250学时，实验 14学时，其中对重点听课对象听课 95 学时。建

议加大对实验课程的听课力度。 

 

图 5  学院（部）教学督导听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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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学院（部）教学督导重点听课情况 

 

 

图 7  学院（部）教学督导课程评价汇总 

 

三、优秀课堂典型案例 

为了进一步鼓励教师教学积极性，更好地坚持教学中心地位，教

学督导在常规听课和重点听课过程中不断发掘和遴选对教学工作全

心投入、关心学生、课堂教学质量高、效果好的优秀教师和优秀案例，

总结推广优秀教学经验，分享教学心得，不断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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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优秀课堂典型案例 

序

号 

任课 

教师 

所属

学院 

课程

名称 

授课专

业班级 

               

优秀案例 

 

 

 

 

 

1 

 

 

 

 

 

张王乐元 

 

 

 

 

土木

与建

筑工

程学

院 

 

 

 

 

 

结构

力学 

 

 

 

 

 

土木（智

慧道桥）

21-7 

张王乐元老师在讲授课程过程中，强调力法是

《结构力学》求解超静定结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通

过本节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理解力法的基本概

念，掌握运用力法求解超静定结构的一般步骤，为后

续专业课的学习打下基础。 

课堂教学坚持成果导向，围绕教学目标展开。采

用讲授法和案例教学法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鼓励学生积极思

考，提出问题，主动参与课堂互动，真正做到以“学

生为中心”。 

课堂组织首先从工程实例中的力学问题入手，引

出力法的基本概念；通过课堂例题的讲解，介绍力法

求解超静定结构的一般步骤，同时强化基本概念和基

本理论的消化。课堂讲授过程中时刻关注不同层次学

生的实际需求，随时补充相关内容的知识，鼓励学生

随时提出问题，并通过作业和随堂测验，及时反馈学

生的学习效果。 

 

 

 

 

2 

 

 

 

 

韩继强 

 

 

 

艺术

与设

计学

院 

 

 

 

构成

基础

II 

 

 

设计学

类 22-5 

 

韩继强老师在课程实践中，采用分组形式，创设不

同主题让学生进行创作，如“酸甜苦辣”“春夏秋冬”，

来体会色彩推移的具体实践。还把平板等也引入课

堂，指导学生利用平板进行平面创作，使学生同时掌

握了两种不同的设计。在对学生设计进行解析过程

中，学生积极参与发表意见，教师的教学效果，学生

的实践效果都得到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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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存在的不足与建议 

1.教师方面存在的不足 

（1）课程思政融入不足，部分教师没有根据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开

展课程思政；课程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的融合不够；对于学生价值引

领等作用发挥不充分。 

（2）个别教师 PPT 制作相对简单，主要是纲要式显示教学内容,

大段文字呈现，缺乏图片、案例、视频等元素，对学生的吸引力不足。

涉及到原理和计算的内容，单纯 PPT播放，学生思维有时跟不上。有

的是书稿，字体、配色都较差。有的老师在讲课时用笔在 PPT 上随意

画或写，缺少对重点的诠释，并且显得非常乱。 

（3）部分教师的教学内容比较陈旧，需要进一步更新；课堂容

量不足，教学的重点、难点不够突出，缺乏条理性；课前学习情况没

有总结，课后缺少延续性教学环节。 

（4）教学方法仍需要磨练，部分教师口头语现象比较明显，应

注意平时练习克服，对教学内容的深入理解以及熟练程度是减少这些

小毛病的关键。 

（5）个别教师以教师单方面教学输出为主，学生的课堂演练不

充分，没有很好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缺乏和学生的交流互

动；不能充分的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6）青年教师缺乏驾驭课堂和管理课堂的能力，表现出课堂管

理经验的不足。 

2.学生方面存在的不足 

一直以来，学校、各学院（部）对学风建设、抓学风做了大量的

工作和宣传，但学生在听课态度、课堂学习质量等方面仍然存在如下

几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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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学习状态不佳。存在一些学生课堂玩游戏、睡觉、聊

天、玩手机的现象，只有小部分学生能够认真听讲、跟住教师节奏；

部分学生听课注意力不集中，自我约束能力较差。 

（2）互动提问交流中，部分学生回答问题态度随意，心不在焉，

答非所问，缺乏严谨性。 

（3）学生缺乏学习自觉主动性，不积极参与教师的课堂教学，

不能积极主动配合教师进行互动。 

3.建议与对策 

（1）建议加强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教学培训，充分提高教师认

识。要结合教学内容有效提炼思政元素，课程思政要素的融入须要润

物细无声，不能太生硬。 

（2）将互联网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充分利 MOOC、雨课堂等线

上课资源，让这些优质的线上资源帮助学生突破课堂学习在时间和空

间上的限制，使学习更加灵活，便捷。对于提升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学习能力以及教师的教学质量具有较大的意义。在课程教学过程中，

可以利用 MOOC 资源进行预习，并对重难点知识进行复习巩固，结合

在线讨论和测试，使学生们能更清楚的了解自己对知识点的掌握情

况。学生使用雨课堂进行弹幕，实现教师和学生课堂中的实时沟通，

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同学们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根据弹幕生成词云

中的词的频率了解学生的关注点，在上课过程中发布题目了解学生对

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3）建议采用讨论式、启发式等多种教学方式，有效创设教学

情境，学、导、教、练相结合，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加强师

生互动，更好地关注学生的学习效果。 

（4）精心制作与使用课件，丰富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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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增强课堂吸引力，适当引入短视频，动画等，提高学生的关注度。  

（5）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熟悉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注意课

程的前后知识的连贯，体现课程的地位。 

（6）提高青年教师教学及课堂管理能力。不定期组织不同形式

的教学研讨活动，组织新老教师进行经验交流和分享，互通有无，各

取所长，引导青年教师多观摩）老教师的课，不断挖掘和激发青年教

师课堂管理潜能，促进青年教师成长。 

（7）进一步加强学生思想、素质、课堂纪律等方面教育，形成

齐抓共管，以减少迟到、早退、缺课等不良现象，建议设置教室手机

袋，进教室上课的学生手机关机或者静音，并将手机放入相应编号的

手机袋中。 

（8）建议加强学生管理及学风建设。重点针对学生出勤率、旷

课率等予以专项检查；定期通报检查结果，对旷课及扰乱课堂秩序的

学生严格按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其与学生评奖评优挂钩。杜

绝上课迟到、早退、旷课现象，杜绝上课吃零食、玩手机、随意交谈、

课间吸烟等现象；学生回答或请教老师问题时要有礼貌，培养学生良

好的学习及生活习惯。 

 

 

  

黑龙江工程学院 教师发展中心                        2023 年 0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