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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工程学院 2019～2020 学年 

第二学期第 7～8 周在线教学质量监控及督导情况 

 

一、校教学督导组听课反馈 

（一）听课基本情况 

从听课情况看，绝大多数教师教学态度认真，内容熟悉，教学过

程规范，声音洪亮，对问题的阐述尚能明确到位，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内容也比较熟悉，能利用网络教学平台与学生进行课堂交流互动，课

件制作比较简练清楚，能有效使用网络教学平台做好课前与课后的教

学资料发布、传送、接收、交流与讨论。 

（二）线上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1.大部分课程教师对学生在线率关注度不够。部分老师上课之前

会关注学生的签到率，但是上课后学生的在线情况基本就不太关注了。

课间学生的“逃课”情况老师管理不到位。由于是非教室上课，学生听

课随意性很大，但这种离线情况没有听到老师对学生的管理与纠正。 

2.一部分老师都在课前或课后发布课程信息和相关学习材料，布

置课后作业，但缺乏课程学习讨论和课后答疑环节，只看到在相关平

台上零散的学习交流。这对于教学过程中存在共性或个性的学习问题

 



没有得到及时解决，教学效果不够显现。 

3. 有的老师课堂组织上课时间掌握不够合理，承上启下复习旧

课花时间太多。 

4.教学互动方面做得不够，学生参与度不高，有的教师上课很少

提问，有的教师虽有提问，但在讨论区有及时回答的学生却较少，有

时学生回答会延时，影响互动效果。 

5.老师对课堂纪律的管控较难，从听课过程中发现有少部分学生

中间会随意进出课堂，不够专心听课。 

6.有的教师讲课 PPT 设计条理性不够，讲述重点不够突出，详略

不够恰当，时间掌握不够合理，课堂管理不够。 

7.有个别老师对线上教学这种形式还是有点不太适应，或平台操

作不够熟练或网络中间出现卡顿。 

8.一些教师没有提供授课班级的QQ群号，或提供的QQ群号有误

而查找不到群。另外还有一些教师对督导申请入群，迟迟没有回应，

以致无法听课。 

9.一些教师课后缺乏辅导，甚至没有布置课后作业或思考问题。

教学效果不佳。由于教师不在课堂，课后学生无法面对面提问，因此，

课后的在线辅导、作业布置、线上讨论（非课堂讨论）非常重要。 

（三）学风情况 

从听课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班级学风比较好，学生迟到和缺课的

现象比较少，由于线上教学，学生宅家听课，听课随意性很大，会经

常出现离线现象，还有个别教学班级线上课堂缺课率偏高。 



（四）建议 

1.建议教师通过典型例题、习题或思考题的评讲，提问相关内容

和重点知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2.建议任课教师要定期发布作业或者思考题答案，对于作业中的

共性错题或难题，建议教师录制微视频进行讲解，促进学生掌握知识

点和解题方法。 

3.由于学生手上都没有纸质教材，影响学生的预习、复习和自学，

建议教师要及时提供电子教材。 

4.建议任课教师要及时在线上传课程教学大纲、教学进度表、电

子教材、电子教案、教学 PPT、在线作业及参考答案、在线测验题及

参考答案、更新上传相关教学参考资料、考核评价标准等。 

5.建议采用腾讯课堂中的PPT+视频或音频的授课方式，腾讯课堂

的回放功能也便以学生重温教师授课过程。 

二、二级学院教学督导组听课反馈 

（一）听课基本情况 

从听课情况来看，线上教学整体效果较好，绝大部分任课教师治

学态度严谨，教学目标明确，备课充分，精神饱满，授课条理清楚，

深入浅出，重点突出，课件制作规范，对学生要求严格，课堂秩序好，

能较好地利用直播平台的互动功能进行讲解。 

（二）线上教学好现象 

1.体育部林赤水老师在课前布置了理论课作业，进一步提高

了理论课教学质量。 

2.体育部李政军等老师使用新的核心力量辅助练习方法，增



加了学生练习新鲜感，进一步提高了学生实践部分的运动成绩。 

3.体育部张云峰老师在课程实践部分的时间安排虽然有所

脱节，但是通过加强与学生互动途径，依然保质保量完成了教学

任务。 

（三）线上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1.有的老师没有采用线上直播授课，而是利用 QQ 课程群交流，

在课堂上让学生看视频、做作业，仍然存在没有课堂教学活动，QQ

课程群静默两节课的问题。 

2.部分老师没注意时间的把控，单个学生改图的时间过长，造成

拖课现象严重。 

3.课程中如能通过视频分享直接在图纸中用画笔修改，则能更方

便交流，并更清晰准确让学生理解。 

4.教师教学方法比较单一，课堂缺乏师生互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有待提高。 

（四）学风情况 

总体上学生能够按时出勤，且出勤率较高，但也仍然存在个别学

生中途退出课堂的现象，课堂讨论时学生参与度较高，回答问题更加

积极。 

（五）建议 

1.针对理论性较强的课程，教师可以更多地进行理论方面的推演，

以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课堂教学内容。 

2.教师应注意授课节奏和课堂时间的把控，避免导入部分或是学

生阅读任务文档的时间过长，导致授课重点模糊或师生互动时间被压

缩；有些例子或材料教师应在课前准备好而不要在课堂搜索。 



3.教师可在口语课上开启语音或视频增加师生互动以提高教学

效率和效果；在使用 QQ 直播授课时，建议教师采用直播间的分享功

能，使学生可以直观看到 PPT。 

4.建议课程设计中注意调动学生课堂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

提高学习效果。 

5.概念性内容较多的课程，建议适当采用框图等表达方式对知识

点进行比较、归纳，以利于学生理解掌握。 

6.在例题讲解中引导学生参与解题思路的分析思考，或在课堂上

增加一些让学生解答的习题，促进学生对概念或理论的透彻领会。 

7.有的课程理论性较强，内容对没有教材的学生有些难度，结合

线上教学情况，老师可适当放慢速度。 

8.建议《形势与政策》课程在保持严谨的集体备课基础上，能够

实施示范性观摩教学，邀请一些优秀的教师针对授课的专题现场给年

轻的教师示范教学，这样更有利于年轻教师的消化，对提高课堂的教

学效果应该更有帮助。 

9.结合当前疫情形势，渗透课程思政内容，培养学生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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