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质量监控周报告
第三、四周（2018.9.17-2018.9.28）

一、第三、四周教学质量督查情况

（一）教师课堂教学质量测评

第三周共开设课程 191 门，总 537 门次，涉及 427 名教师。督导组听课总 63 门次，

被听课教师总人数 63 人，高级（副高）17 人，讲师 27 人， 初级 19 人。

第四周共开设课程 191 门，总 536 门次，涉及 426 名教师。督导组听课总 51 门次，

被听课教师总人数 51 人，高级（副高）13 人，讲师 26 人， 初级 12 人。

（二）各院部教学督导听课情况

学院名称 听课总门

次

被听课教师

总人数

检查性听课

门次

被检查性听课

人数

检查性听课教师听课

评价表份数

公共基础部 53 47 16 16 16

公共基础部 56 50 34 30 34

基础医学部 8 12 4 5 7

基础医学部 6 10 4 4 4

医学技术学院 12 12 3 3 3

医学技术学院 23 13 6 4 6

护理学院 39 24 4 4 4

护理学院 44 21 8 6 8

中医学院 52 52 9 9 9

中医学院 66 66 16 16 16

思政教学部 9 22 11 22 11

思政教学部 10 18 11 12 15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12 10 3 3 4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13 13 5 5 8

临床医学院 7 4 7 4 7

临床医学院 3 5 3 5 7

药学院 30 24 17 13 10

药学院 25 25 16 16 16

注：白色区域为第三周院部督导情况，灰色区域为第四周院部督导情况。

（三） 教师课堂教学质量得分情况

两周共收取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共 186 份。其中优秀(≥90 分)

的有 117 份，良好（80-90 分)的有 67 份；合格(70-80 分)的有 2 份，不合格(<70 分)的有

0 份。具体数据如图 1：



图 1 教师课堂教学质量得分情况

二、课堂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分析

（一）课堂理论评价指标分析

图 2 第三周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扣分次数情况

第三周收取的 88 份课程教学评价表中，按扣分次数排序为：教学方法 ﹥授课内容 ﹥教

学氛围﹥课件质量 ﹥导入新课﹥语言情况 ﹥课堂纪律。

扣分次数最多的指标是教学方法，在 88 份评价表中扣分次数高达 67，扣分率为 76%。

教学方法单一成为任课教师的一大共性问题。授课内容指标的扣分率为 75%,教学氛围指标

的扣分率为 74%，课件质量的扣分率为 67%。4 个指标在 16 个观测点中位居前四。



图 3 第四周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扣分次数情况

第四周收取的 73 份课程教学评价表中，按扣分次数排序为： 教学氛围﹥教学方法﹥授

课内容 ﹥课件质量 ﹥导入新课 ﹥课堂纪律。

扣分次数最多的指标是教学氛围，在 73 份评价表中扣分次数高达 59，扣分率为 81%。

教学方法指标的扣分率为 79%。授课内容指标的扣分率为 66%。课件质量的扣分率为 63%。

在第三、四周的指标对比中，指标“教学氛围”、“教学方法”“、授课内容”和“课件

质量”位列扣分次数的前四名。纵观前两周的教学督导指标数据，我们对这四个问题指标做

了扣分率的数据统计。

图 4 前四周四个主要问题指标的扣分率比较

指标“课件质量”的扣分率呈直线下降趋势，说明教师在课件的制作上下了功夫。指标

“授课内容”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但第三周扣分率上升且超过第二周，说明教师对教学内

容重难点的把握总体有好转，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教学方法”和“教学氛围”这两个指标

需要我们格外重视，扣分比率不断上升，因此教师个人要改变教学方法，创新教育教学形式，

通过师生互动来增强教学氛围。

（二）实践教学评价指标分析



两周共收取实践教学评价表 25 份，其中优秀(≥90 分)的有 21 份，良好（80-90 分)

的有 4 份；合格(70-80 分)的有 0 份，不合格(<70 分)的有 0 份。以下是各一级指标的扣分

分数情况：

图 5 第三、四周实践教学评价指标扣分分数情况

在实践教学评价指标中出现问题最多的一级指标是讲解示范。讲解示范在整个评价体系

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占 40%。扣分最多的观测点板书简洁、工整、布局合理。部分教

师忽视了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的同一性，即两者都是课堂，而板书是教学环节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教师认为实践教学即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板书可有可无，有的教师板书潦草，学

生很难分辨。因此，在以后的教学中，实践教学和课堂教学板书环节不能省，而且板书要工

整，有条理性，便于学生理解掌握。

三、存在的问题

（一）第三周教学督导出现的新问题

1.教学基本规范方面：部分新进教师教学赶进度与教学日历不对应；个别教师教态欠佳，

课堂管理松散；课堂讲授语速快，学生很难有思考的余地；个别教师普通话不标准表达不清，

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有困难，很难跟上教师的节奏。

2.教学方法：教学方法单一、“满堂灌”“一言堂”仍然存在；实践教学中示教演示不够，

对实验原理与解析有待进一步深化。

3 课堂教学效果：部分教师课堂教学死气沉沉、课堂教学互动少缺乏趣味性，难以激发

学生学习的兴趣。。

（二）第四周教学督导出现的新问题



1.教学基本规范方面：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手机收纳袋频繁震动，影响教师正常上课，

也容易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影响教学效果。

2.课堂教学效果：下午学生上课精神状态差，教师的课堂缺乏趣味性，不能很好的引起

学生的学习兴趣。

3.个性问题：个别教师出差未办理调课手续；个别临床课教师缺少临床案例及教学图片；

个别院部 18 年新进教师的带教教师还未确定; 《临床医学概论》与其他专业合班上，

教师讲授内容与学生专业需求不匹配（具体情况说明见附件一）。

（三）教学督导与反馈

针对教学督导中存在的问题，质控办专职督导教师听完课后都与教师沟通，指出了不足。

针对 18 年新进教师无带教教师的问题，专职督导老师及时向院部反馈信息，与院部领导进

行沟通交流，力求在国庆节后完成此项工作。

五、措施

（一）学校方面

1.建议每个教室安装挂钟，一来有利于教师合理安排课上时间，把握教学进程：二来有

利于学生在考试中把握答题时间，取得优异的成绩。

2.建议学校尽可能完善实训设备。学校实训课教学条件不够完善，实训效果不够好。

3.仍建议学校对教室的蓝牙话筒作进一步的修理或更换，确保通话质量和效果。

（二）教师个人方面

1.教师个人要尽快熟悉《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课堂教学质量 100 制评分标准》，

尤其是三、四周扣分次数较多的指标，教师要熟悉评分标准;各院部对教师的听课要加以重

视，帮助教师改正不足，不断进步。

2.教师及辅导员个人要强调课堂纪律，防止课堂出现手机震动或响铃的特殊情况，一旦

发生，教师个人必采取有效手段及时制止，以免破坏课堂教学。

3.部分公共基础课，教师应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情况进行备课，因材施教。尤其是英语

学科，多数学生基础差，底子薄，跟不上正常的教学进度。

4.针对部分教师普通话及语言组织中的问题，教师个人要引起重视。新进教师要考取普

通话证书，培养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展现语言的魅力。

高等教育研究与质量管理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28 日

附件一



情况说明

2017 级食品营养与卫生 1 班于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的《临床医学概论》课

程，由临床学院吴润华老师承担授课任务。此门课程是和中医学院 2017 级康复治疗技术合

班上课，但是存在上课用书不一致，授课侧重点不一致的情况。2017 级食品营养与卫生 1

班使用的是由薛宏伟和王喜梅主编的《临床医学概要》，而 2017 级康复治疗技术使用的是

由周建军和符逢春主编的《临床医学概要》，具体如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