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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督导 
2020～2021 学年第二期（总第 68 期） 

福建工程学院教学督导组编                2021 年 1 月 16 日 

第 10 周～第 18 周的督导工作： 

1. 日常课程教学督导 

2. 日常课程教学巡视 

3. 二级学院审核评估整改落实和督导工作检查 

4. 教学督导工作改革研讨 

一、听课基本情况 

本阶段校级督导共听课137人次。其中，理论教学128人次，实

验、实践教学9人次；听青年教师课37人次，占27.01%。 

表1 理论课听课评价统计表 

评价等级 
总体情况 青年教师情况 

人次数 比例 人次数 比例 

A 30 25.00% 4 12.12% 

B 90 69.17% 29 81.82% 

C 7 5.00% 2 6.06% 

D 1 0.83% 0 0.00% 

合计 128 100% 3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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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中的好现象 

本阶段所听课程总体评价较好，绝大多数教师能够遵守教学

规范，认真备课，按时上课下课，课堂上基本能做到讲课精神饱

满、声音洪亮；能够按照教学大纲进行授课，教学内容比较熟悉，

基本上做到脱稿讲课，条理比较清楚，重点难点突出；注意理论

联系实际，能结合实例，丰富理论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更好地理

解相关知识点；能够有效地将多媒体技术和传统板书相结合进行

教学，多数教师 PPT 文字简洁、清晰、美观；能够积极进行启发

式教学，注意师生互动，努力做好教书育人工作。绝大多数教师

的教学水平、教学状态和课堂把控表现优良。 

一些教师借鉴在疫情期间线上授课掌握的新的教学手段，推

广应用于线下的课堂教学，如线上签到，问题或链接推送，答题

和讨论，作业布臵等等，活跃了课堂教学气氛，增进了课程学习

兴趣。 

三、听课评价为 A 的部分教师情况 

（一）评为 A 级的教师所在学院及所任课程 

机械学院：邱思泉《机械设备故障诊断》 

电气学院：黄靖《电力电子技术》 

计算机与数学学院：杜春娟《线性代数》 

土木学院：陈林文《结构力学》、陈捷《土木工程材料实验》、

林晓松《材料力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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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院：孙敏《住区规划与设计》、张建《住区规划设计》、

王隽彦《素描》 

管理学院：林振思《工程信息管理》、戴一璟《安装工程计

量与计价》、雷青山《工程造价管理》 

环境学院：郑闽锋《化工热力学》 

设计学院：翁悦悦《设计色彩》 

人文学院：陆招英《古代汉语（1）》、吴娟《新闻摄影》、

涂家金《高级英语（3）》、范莹《当代语言学理论与流派》、史

天化《英语阅读（3）》、赵雅丽《财经应用文写作》 

法学院：冯仁涛《专利法》、韩荣和《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马克思主义学院：林金贵《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兰

陈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陈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胡家保《马克思主义原理概论》、宁启超《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林晓坦《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经贸学院：陈燕翎《微观经济学》、郑素芳《国际商务谈判》 

（二）课堂教学好评的教学特色 

1. 计算机学院杜春娟老师讲授《线性代数》，课堂教学张弛

有度，条理清晰，课件制作精简，板书工整娴熟而布局考究，循

序渐进，突出重点，举例恰当，由浅入深，互动自然。 

2. 土木学院陈林文老师讲授《结构力学》，其 PPT 制作质量

高、内容新；授课语言简洁、内容熟练，能将先行课程与后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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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有机联系到一起，使学生既能感觉到学到了新知识，又感觉到

现有知识又有局限性，对前面课程内容引用恰当、后续课程及相

关知识介绍恰当好处；把控课堂教学，教与学做到实质性互动，

学生能沿着老师引导的思路主动听课。 

3. 人文学院陆招英老师讲授的《古代汉语》，授课情绪饱满，

语言表达清晰、流畅，口才较好。对学生进行提问，注意走到学

生中间增强互动。安排课堂练习，及时反馈学生答案，教学效果

良好。学生专注度高，紧跟课程节奏；吴娟、范莹、涂家金等老

师授课内容丰富并具有一定的深度，讲课有激情，课堂富有吸引

力和感染力，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学生听课效率高。 

4. 法学院冯仁涛、韩荣和等老师备课充分，能够广泛收集相

关参考资料，拓展学生知识面，丰富教学内容。教学内容熟悉，

完全脱稿讲课。条理清楚，重点突出，能够使学生掌握基本知识

与基本原理。教学方式得当，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互动效

果明显；声音抑扬顿挫，感染力强，教学效果好。 

5. 马克思主义学院林金贵、兰陈妍、陈伟、胡家保等老师教

态大方，情绪饱满，语言表达清晰、流畅，口才好，有比较成熟

的教师素质。课件制作清晰，图文并茂。教学组织过程完整，掌

控课堂能力较强。向学生提问、讨论互动。对学生思想状况的了

解程度较深，很善于把理论与大学生的思想实际相结合，选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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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很符合大学生实际。课堂比较生动，有吸引力。结合播放视

频辅助教育，教学效果很好。 

6. 经贸学院陈燕翎老师讲授的《微观经济学》课程特点鲜明，

准备充分，认真细致于每个教学环节，充分利用课前时间播放与

课程相关的财经新闻和评论视频，采用数字签到，生动现实的案

例、制作精美一目了然的课件配合有条不紊、逻辑严密、语言简

练的讲解，授课内容承前启后，手机推送抛出问题和互动过程衔

接自然，归纳总结准确简练。陈老师教学态度一丝不苟，从容不

迫、干练的教学风格值得学习和效仿。 

7.计算机学院章静老师承担的《移动通信系统原理与安全》课

程的实验五（轮询调度 RR 算法），实验各项内容布臵有序，课前

准备充分，课上辅导认真细致，进行一对一的指导与考核，每次

考核记录和成绩详实，评分机制合理，指出学生实验问题并积极

指导给予具体改进意见，并要求改进后再考核，实验内容充实有

序。 

四、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师教学问题 

1. 计算机学院陈敏老师讲授的《操作系统原理及应用》，第

14 周周五下午课前因故临时改为线上授课，线上教学过程在 QQ

群里布臵了若干习题和注意事项，缺少讲解和辅导，仅提出了要

求和课后收集作业，勉强线上授课，并无实质教学内容；陈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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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数据库开发技术》实验课，安排实验内容较为简易，巡视

指导不足，一些学生在实验室用手机甚至计算机玩游戏；计算机

学院个别教师随意变更教学安排，没有按照课程预先制定的教学

计划实施授课，或是原先计划缺乏严谨合理，教学质量堪忧。 

2. 建筑学院吴征老师讲授的《建筑设计原理与方法（2）》，

没有按照基本的备课要求制作贴合教学实施方案的 PPT，而是用

Word（或 PDF）文档的方式显示教学内容，字很小，配图模糊，

学生在看不清投影内容的境况下听课，而且也没有征订教材，这

些基本教学手段与条件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教与学的效果。 

3. 法学院邱可嘉老师讲授的《版权代理与经纪》，整节课低

头读一篇浙江工业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图书

输出版权策略研究》，并未将论文的相关内容制成 PPT 或预先发

给学生阅读，未能进行任何讲解阐释，整节课学生大都在看手机

或自行阅读课本。 

4. 交通学院郑少峰老师讲授的《配送中心规划与管理》，内

容层次是清楚的，但讲授过程系统性不够，知识点跳跃，内容不

集中，基本以老师讲授为主，过程缺乏对学生的引导性和课堂互

动。加上表述过于平淡，课堂气氛较沉闷，学生听课率不高；简

文良老师讲授的《物流法规》，课堂上基本是老师一人在唱“独

角戏”，讲解问题缺乏启发性，讲课声音小，语调平淡，没有激

情，没有感染力，课堂气氛沉闷。大多数学生要么玩手机、要么

埋头做与课堂无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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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学院朱聪玲老师讲授的《专题设计（1）》，2020 年

11 月 17 日第四节因不充分的理由调整教学安排且手续不够完备。 

6. 马克思主义学院周兴芳老师讲授的《思想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程，课前准备时间不充分，课堂安排时间不合理，前面用了 20

分钟让学生上台回答问题，但是老师并没有进行点评，而且上课

节奏偏慢，课堂讲授内容明显不够饱满。 

7. 经贸学院薛海波老师讲授的《国际商法》，照本宣科，课

件文字内容偏多，点名让学生念教材段落，缺乏深入的讲解，课

堂教学内容空洞无物，气氛沉闷。 

（二）学生学风问题 

大多数班级学生学风比较好，学生迟到和缺课的现象比较少，

但有个别班级的小部分学生学风存在如下问题： 

1. 上课伏案睡觉或看手机，有学生学风不正，也有教师授课

气氛沉闷或缺乏有效管控的因素。 

2. 上课迟到、踩点进入教室、早退，个别学生上课期间自由

进出教室影响课堂教学秩序。 

3. 课堂上看与课程无关的书籍，或者交头接耳、动作不断，

携带食物进教室并在课上进食，甚至肆无忌惮操作笔记本计算机，

严重破环课堂安宁和教学秩序。 

4. 在没有办理免听课申请或事假的情况下，因备考研究生、

考驾照、甚至无故缺课。  

5. 个别班级学生喜欢后排扎堆就座，前排几乎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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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巡视方面 

本阶段课堂教学巡视共 26 次。绝大多数教室教学秩序基本正

常，教师能提前到达教室，做好课前准备工作，学生课堂纪律较

好。但也发现以下问题： 

1. 2020 年 12 月 1 日第 6 节课博学 5#-101 范五三老师、博学

4#-104 吴黄懿老师，2020 年 12 月 2 日第 2 节课博学 7#-203 游冰

婷老师坐着上课。 

2. 博学 5#-504 在第 15 周周一下午第 7、8 节学生在做设计，

不知教师去向。 

3. 第 15 周周一学生依据课表在博学 5#-302 教室等待上课，

教师谢建晖到机房发现没有学生后赶往教室，差点迟到。 

五、课堂教学要求与建议 

1. 教师开课前应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安排好实验的具体时

间，开课后不应随意更改教学进度，调停课需有充分理由。教师

遇突发事件也不应勉强上课而影响课程教学效果。因突发事件而

调停课应及时与教学管理部门取得联系并通知到学生。 

2. 教师应管控好课堂纪律，在没有必要使用移动设备辅助教

学的情况下，课前应要求学生手机集中存放。 

3. 严肃课堂秩序，培养学生对制度和课堂纪律的敬畏之心。

坚决杜绝学生上课迟到、早退和旷课现象。任课教师和辅导员、

学生干部等要密切配合，建议将学生出勤情况纳入平时成绩。 

4. 课堂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结合课程内容特点引导调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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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气氛和学生的学习兴趣。评教不佳的教师要注重课堂教学方法

的研究，主动观摩优秀教师的课堂教学，取长补短。 

5. 教室出现质量问题的座椅吱吱声响，影响教师授课和学生

听课的效果。建议对教室座椅进行检查，及时修缮损坏座椅。建

议定期校准和维护好教室时钟。 

六、二级学院审核评估整改落实与开拓创新情况 

（一）改进与创新 

1. 建筑学院：拟订《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关于设臵课程组和

说课制度的方案》，拟形成以课程组为主导，开展教研活动。拟

订《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本科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与监控实施细

则》，细化可操作的督导及教学质量监控工作。 

2. 人文学院：在《福建工程学院督导组专家听课评价表》基

础上另行制定《人文学院督导听课表》，从“备课情况、讲课情

况、课堂组织”三方面展开评价，每个方面又有若干项评价参数，

每个评价参数分为加分项和减分项，并且给定具体分值，有助于

对教师授课评价的客观化、具体化，对教师授课质量的评价更加

准确。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教学水平和能力的提高以及持续改进方面缺乏跟踪机制，

缺少举证材料说明。  

2. 不少教研室活动中缺少集体备课和教学方法的研讨，对专

业培养方案及课程教学大纲的修订缺少必要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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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些教师承担多门不同类别的课程，对其熟悉的专业领域

课程的教学表现优良，对其不熟悉的课程则表现不佳。 

4. 一些学院缺乏合理的优秀课堂教学教师的遴选机制和办

法，未能遴选出教学上最优秀的教师参加全校评比。 

5. 发现个别课程考试的 A、B 试卷题量、难度差异明显。 

（三）建议 

1. 建立健全教师教学水平和能力的跟踪机制，逐步融入适当

的定性和定量比对分析，有助于达成课堂教学持续改进的目标。 

2. 在教研室活动中加强对课程教学的研讨，有意识地加强专

业培养方案的讨论。 

3. 教学任务的安排应本着对专业教育负责的原则，充分考虑

教师的专长，分配其擅长领域的课程。 

4. 建议二级学院各系主任、专业负责人和督导组对每学年课

堂教学评优的教师进行评比和遴选，或预先组织二级学院内授课

竞赛，择优拟定名单。以确保课堂教学优秀奖获奖教师授课真实

起到示范效应。 

5. 二级学院及系、教研室的试卷审核要确实认真，负起责任。 

七、二级学院督导工作情况 

（一）改进举措 

1. 建筑学院：督导组经常性地邀请教研室主任、课程组组长、

资深教师、学院领导等联合听课，达到更客观评价及更有效、更

有针对性的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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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文学院：督导例会均有教研室主任和学院领导班子参加。

在开展教学帮扶的同时，将帮扶工作扩展到科研和教学服务方面，

不仅提升教学能力，也促进教师科研、服务能力的提升和服务社

会的积极性。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一些二级学院督导的组织工作松散，工作开展不利。提交

的审核材料匮乏。 

2. 督导工作计划虽然面面俱到，但是没有依据前一学期的问

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 

3. 大多数帮扶工作认真执行，记录详实，但有些缺少帮扶成

效的总结分析。 

4. 二级学院督导组中的个别成员在听课、帮扶等工作中敷衍

了事，未能尽到督导的职责。 

（三）建议 

1. 建议二级学院遴选责任心强和能力高的教师担任督导组组

长，确实加强督导的组织工作，保障督导工作有序开展。 

2. 督导工作计划应承前启后，依据前期教学中的问题，有的

放矢。 

3. 指导教师应详细跟踪和记录帮扶对象的授课表现，及时总

结和分析帮扶成效。 

4. 建立适当的督导工作考核机制，对敷衍督导工作的督导应

逐步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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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教学单位要认真担负起新进教师的教学基本能力培训和

指导工作，以老带新，安排教学能力差的新教师听课学习、反复

试讲训练、评议把关等，以求其达到最基本的课堂教学技能。 

八、教学督导工作改革研讨情况 

2021 年 1 月 14 日，召开了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教

学督导会议。与会人员就如何解决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改进

教学督导工作和提高工作实效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会

议还听取了人事处、学工处、教务处三位分管处长的意见和建议，

体现了各部门互助联动、齐抓共管、全员育人的宗旨。 

会议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着重底线管控，聚焦持续改进的基

本方针，围绕课堂教学中出现的基本质量和基本规范问题进行了

讨论，肯定了本科教学督导评价的形式和内容修订后的执行效果，

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完善管理的意见和办法。 

会议对校、院（部）两级督导分工协作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总

结，肯定了加强联系的积极和促进作用。会议对二级院（部）2019～

2020 学年审核评估整改落实情况和二级学院督导工作的检查情况

进行了细致的讨论，肯定和赞扬了一些学院的改进和创新举措，

批评了某些学院问题依旧、停滞不前的状态。会议针对各项督导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促进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本期发至：校领导、各处（室）、各院（部）、各教学办、

各教研室、各实验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