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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质量监控评价基本情况

（一）教学督导听课情况：第二周共开设课程 131 门，总 313 门次，涉及 267 名教师。

督导组听课总 29 门次，被听课教师总人数 40 人，高级（副高）11 人，讲师 15 人， 初

级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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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3 3

基础医学部 2 2 2 2 2

医学技术学院 19 19 5 5 5

护理学院 24 12 3 3 3

中医学院 52 52 10 9 10

思政教学部 12 14 8 8 8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8 8 1 1 1

临床医学院 2 6 2 6 6

药学院 14 13 7 6 7

二、教师课堂教学质量改进与分析

（一）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等级分布

本周共收取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 58 份。其中优秀(≥90 分)的有 28 份，良好（80-90

分)的有 28 份；合格(70-80 分)的有 2 份，不合格(<70 分)的有 0 份。与第一周相比，优胜

率占比增加 30 %，合格及以下等次所占比为 3%，本周尚无“D”等次。

图 1 教师课堂教学质量得分情况



（二）教学质量监控各环节扣分分布变化情况

通过对教师课程教学质量 100 分值评价表中的“课前、课中、课后”三个一级指标下

16 个主要观测点第一、二周扣分变化情况分析发现：两周扣分数据得分最高的仍然聚焦在

同一观测点，即第一周问题指标分布在第二周仍然存在，说明对课堂教学处在问题的改进不

明显。具体扣分分布与上周比较变化情况如下：

1.教学准备”环节扣分变化情况比较

图 2 前两周教学准备扣分次数分布

图 2 教学准备环节中，教学资料携带和课前管理这两周的数据持平，说明在第二周的

教学中这两个问题指标没有改进，尤其是课前管理，在教学准备中扣分的人数依旧最多。因

此教师在以后的教学中要提前到教室做好准备，严格学生考勤和手机管理。课前准备这项指

标改进最大，说明教师开始重视课前准备这项指标。

2.“课堂讲授”环节扣分变化情况

图 3 前两周课堂讲授扣分次数分布



图 3 前两周课堂讲授环节中，语言情况这一问题指标改进的效果最明显，由此可见在

上一周的教学中，教师语言表达更生动，更有激情。其次改进明显的是授课内容，具体表现

在教师对授课内容的熟悉程度以及重难点把握较上周表现不错，但其扣分次数在课堂讲授中

排第二高。

最后在课堂讲授中，教学目标这一目标需要我们格外重视，因为其扣分次数较第一周明

显增多，说明教学目标未对接教学日历与课程标准。

3.”课后效果“环节扣分变化情况比较

图 4 前两周教学效果扣分次数比较

图 4 前两周教学效果中，作业布置和教学氛围扣分次数较上周来说有了明显改善，教

学氛围扣分的次数依旧最多这说明了课堂气氛和师生互动仍需进一步加强。课堂小结扣分的

次数变多，说明课堂小结环节缺失，或者教师归纳总结不够清晰，不够准确。

三、存在的问题

（一）与第一周存在的共性问题

1.个别教师教学环节不完整，无课前管理和课后小结；部分教师上课后才进行管理，忽

视了课前管理的重要性。

2.大部分教师无板书或板书少，课件就使用教材的原版课件，课件质量不高没能体现多

媒体教学的优势；教学方法单一，信息化教学运用较少。

（二）第二周教学督导出现的新问题

1.部分教师上课时精神面貌不佳，讲课缺乏生气，缺乏重难点且课堂互动较少、学生参

与度不高。

2.近三年新教师个别带教教师还未具体确定，尤其是 18 年新进教师指导教师还没有确

定，因此新教师缺乏有效的教学指导，尤其是教学的基本规范。



3.学生太多，教学方法改革实施的难度较大；合班课程太多，教学很难达到理想效果。

4.个别学院教学管理人员相对不足，日常教学巡查和教学检查压力较大。

四、措施

（一）学校方面

1.教务处加强对教学常规工作的管理，真正要做到“规范、规则、规矩”。

2.教务、人事尽快落实新进教师“带教制”，实施新进教师“跟师跟班”听课，加强对

其教学基本能力的培训。

3.附院医院基地大教室扩音器老旧、投影效果欠佳，影响课堂教学效果。建议更换新扩

音器，或者为教师配备便携式扩音器。

（二）教师个人方面

1.注意教学日历的书写规范，对照校历调整教学日历的周次；院部要根据教务处制定的

模板统一教学日历；教师对课件进行自查，优化课件。

2.加强对青年教师指导，“老带新”不能留于形成，新进及青年教师必须“跟师跟班”

听课，多与带教教师交流沟通，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3.教学方法有待进一步提高与创新。教师可根据课程性质以及课程内容选择适当的方法，

案例教学要深入分析，不能蜻蜓点水；运用在线开放课程，使学生课前进行一定时间的课前

学习，增强学习效果。

4.教学内容有待进一步细化。教师个人要深入挖掘教材，明确、提炼教学重难点，执助

考相关课程考点需要强化。

5.各教研室在进行集体教研活动时，沉下心来研讨课程与教学，提高课程教学设计水平，

使教学设计尽量匹配学生的接受度，加大学生的参与程度，活跃课堂气氛，增强教学效果。

高等教育研究与质量管理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