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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督导工作简报
【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第1期】

新疆理工学院教学督导组 2024年3月28日

本 期 导 读
※ 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第1-3周）课堂教学评

价情况反馈

※ 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期初教学检查工作总结

【督导动态】

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第 1-3周）课堂
教学评价情况反馈

课堂教学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是提高教学

质量的主渠道和主阵营。为进一步加强教学质量监控，确保

教学督导、同行教师、领导干部听评课工作落到实处，形成

“评价、引导、反馈、提高”的良性教学评价机制和教学质

量监控闭环，全面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现将第 1-3周课堂教

学评价有关情况反馈如下：

一、督导听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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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两级督导听课总听课次数为 133次，督导参与率为

41.77%，督导评价平均得分为 87.2分，最高得分为 97分，

最低为 67.5分，评分区间集中在 85-90分之间，评分较为合

理。其中，校级督导听课 94次，院级督导听课 39次。在院

级督导听课方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3 次，能源化工工

程学院 9次，机电工程学院 5次，马克思主义学院 4次，理

学院 3次，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3次，公共基础部 2次。据统

计，信息工程学院和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还未开展督导听

课，需尽快按照督导听课计划开展督导听课工作。

二、同行听课情况

同行听课目前参评教师总人数为 110人，被评教师人次

为 217次，最高得分为 98分，最低得分为 83分。从参评率

来看，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参评率较高，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和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参评率较低。从目

前评价结果来看，90分及以上占比较高，各院（部）同行听

课成绩普遍较高，分数差距不明显。各院（部）要根据同行

听课实施细则，对听课人员、听课次数、评分标准加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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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评价的客观真实性，同时校级督导组会根据同行评分情

况进行监督，并对评价结果存在差异的进行听课，引导教师

做到“真听真评”，达到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

目的。
同行听课参评情况统计表

院系名称 参评教师人数 参评教师比例 已评人次 参评率

机电工程学院 21 8.97% 48 5.17%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7 17.89% 41 12.35%

公共基础部 15 20.27% 20 6.76%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 14.00% 28 7.61%

理学院 12 14.29% 18 5.49%

能源化工工程学院 11 7.10% 27 4.89%

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 7 3.00% 12 1.30%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7 2.95% 11 1.18%

信息工程学院 6 2.75% 12 1.38%

三、听评课低分课堂

督导评价较低的课堂是机电工程学院的《仓储规划与库

存控制》，能源化工工程学院的《化学的前世今生》，马克

思主义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信息工程学院

的《大数据技术及应用》和《Python程序设计及应用》，食

品科学与工程的《仪器分析》和《食品标准与法规》，这几

各院（部）同行听课平均得分情况

院系名称 被评总次数 被评教师数 被评教师比例 平均得分

理学院 17 13 15.48% 93.62

公共基础部 20 11 14.86% 92.95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2 10 4.22% 92.69

马克思主义学院 27 21 21.00% 92.31

能源化工工程学院 27 16 10.32% 92.28

机电工程学院 50 43 18.38% 91.85

信息工程学院 12 12 5.50% 91.63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41 23 24.21% 91.58

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 12 10 4.29% 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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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授课教师的整体评价均为一般和需进一步改进（详见下

表）。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虽然进行了翻转课堂，但学生准备不足，教师无

任何点评。督导听课不能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对备课内容不

熟悉，课堂把控能力不足。

（2）教师上课声音较小，底气不足，与学生互动较少，

学生存在玩手机现象。

（3）课件文字较多、字号较小，缺少生活化、易懂的

图片，在数学内容上，对 PPT的依赖性较强，教学实例较为

抽象，缺少对教学内进行生活化联系的设计、讲解与配图。

（4）部分教师上课进度较慢，授课内容不够聚焦，重

点不够突出，基本以教师讲授为主，需要考虑如何让学生参

与到教学过程中来。
第1-3周督导听课评分靠后教师名单

序号 教师姓名 教师院系 课程名称 得分 备注

1 唐培麟 机电工程学院 仓储规划与库存控制 67.5

2 马娅娟 能源化工工程学院 化学的前世今生 72

3 彭泽龙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74.5

4 忽英南 信息工程学院 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75

5 杜梦洋 信息工程学院 Python程序设计及应用 75

6 孙江怡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仪器分析 78

7 王欢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标准与法规 79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1.各院（部）要继续加强教学检查和听课力度，规范教

学秩序和教师教学行为，进一步提高对课堂教学的监控。请

还未开展督导听课的院（部）要尽快拿出听课方案，尽快开

展听评课工作。

2.各院（部）要高度重视听评课反馈，科学合理地运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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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认真甄别、分析和改进教学。针对以上反馈的问题

要组织教师开展教学反思，采取整改措施，进行整改落实，

同时要做好问题整改的组织和监督工作，不断促进教师课程

教学能力和课堂教学效果的提升。

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期初教学检查工作
总结

为保证我校新学期教学工作稳定、有序、规范和高质量

开展，更好地了解教学及教学管理情况，建立常态化的内部

质量保证体系和可持续的诊断与改进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切实规范教学行为，助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

估建设进程，促进学校更加健康、更具活力、更高质量的发

展。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联合教务处于 2月 21日-3月 8

日组织各院（部）开展了本学期的期初教学检查工作，现将

本次检查结果汇总如下：

一、总体情况

期初教学检查以各院（部）自查和学校抽查的方式进行。

各院（部）自查期间能够以《新疆理工学院关于开展

2023-2024 学年第二学期期初教学检查的通知》为指导，结

合自身实际制定院（部）的期初教学检查方案，大部分院（部）

能够通过教研室自查、教研室互查、院（部）督查的方式扎

实开展此项工作，形成了各负其责、相互协调、一级抓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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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落实的局面。对于自查期间发现的问题也能落实到人及

时整改，并积极配合教务处完成教材的订购、教学课表编排、

线上教学平台的培训、教学环境的整改、教学用品的发放等

各项准备工作，为开展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保

障。

本次校级层面期初教学检查由全体校领导带队，教学质

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教务处、各院（部）教学管理中心负责

人和教研室主任、专职督导，共计 35 人开展检查工作，对

本学期开学前任课教师备课情况、课程教学资料的准备情

况、上学期教学资料、期末试卷等建档归档情况进行检查，

同时通过开学教学运行检查，及时了解教师的授课情况，确

保各项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

二、检查情况

1.教学资料基本情况

各院（部）全面自查了本学期任课教师的教学进度情况，

重点检查了教师的大纲、教案、课件等。绝大多数教师的教

案编写条理清楚、重难点清晰、教学环节齐全，整体教学资

料的规范性增强，质量有较大提升。各院（部）抽查教案份

数和平均分见表 1（排序根据平均分从高到低排序）：
表1：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各院（部）抽查教案份数和平均分汇总表

序号 院（部）名称
抽查

份数

平均分

（满分

40分）

90分

以上

89-75

分
74-60分

60分

以下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9 35.64 10 9 0 0
2 信息工程学院 38 35.18 16 22 0 0
3 公共基础部 19 34.93 6 13 0 0
4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48 34.85 20 28 0 0
5 理学院 22 34.71 5 16 1 0
6 经济贸易管理学院 43 34.65 10 3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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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8 33.84 2 16 0 0
8 能源化工工程学院 29 33.72 4 25 0 0

9 机电工程学院 41 33.34 6 32 3 0

2.优秀教案推荐情况

学校根据院（部）推荐及期初教学检查的结果，组织专

家对筛选出的优秀教案进行评审，最终遴选出 10 门校级优

秀教案。具体情况见表 2：
表2：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优秀教案汇总表

序号 院（部）名称 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1 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 会计学 庄蕾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习思想课程全体授课教师

3 信息工程学院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张国栋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近代史纲要 纲要课程全体授课教师

5 理学院 大学物理及实验 陈婷、马钧亮

6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化学 裴龙英

7 公共基础部 国乐学堂 王娟

8 能源化工工程学院 工程材料 王慧

9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维吾尔语精读 熊晓晓

10 机电工程学院 自动控制原理 钱美

3.教研室资料情况

检查组对 9个院（部）49个教研室的教学工作计划和教

研室工作记录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分数见表 3（排序根据

分数从高到低排序）：
表3：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各院（部）教研室资料检查情况汇总表

序号 院（部）名称 分数（满分10分）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8.90

2 信息工程学院 8.90
3 理学院 8.75
4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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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经济贸易管理学院 8.45

6 机电工程学院 8.08
7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8.00

8 公共基础部 8.00

9 能源化工工程学院 7.75
平均分 8.39

4.上学期教学资料归档情况

检查组主要针对上学期教学文件、教研室工作计划及总

结、教学督导资料、课程教学材料、过程性资料等归档情况

进行了“回头看”全面检查。绝大多数院（部）在上学期教学

资料归档情况方面较上学期相比有了较大的提升，院（部）

层面教学资料齐全、规范；教案结构完整、格式规范；教研

室材料有计划有总结，内容较为丰富，总体质量良好。检查

分数见表 4（排名根据分数从高到低排序）：

表4：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期初教学检查记录表

序

号

检查

项目

理学

院

食品

科学

与工

程学

院

人文

社会

科学

学院

信息

工程

学院

马克

思主

义学

院

经济

贸易

与管

理学

院

能源

化工

工程

学院

公共

基础

教学

部

机电

工程

学院

1

上学期院

（部）层面

教学资料

归档情况

（5分）

4.75 4.93 4.81 4.94 4.79 4.67 4.38 4.5 4.09

2

教研室工

作计划及

总结、过程

材料

（5分）

4.75 4.5 4.38 4.31 4.36 4.11 4.38 4.31 3.98

3

课程教学

材料归档

情况

（5分）

4.13 3.86 3.88 3.59 3.5 3.56 3.5 3.38 3.88

6 总分 13.63 13.29 13.07 12.84 12.65 12.34 12.26 12.19 11.95

7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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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试卷档案情况

考试是教学管理过程中一个重要组成环节，也是反映教

师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手段，检查小组采取到各院（部）走

访的形式重点抽查了上学期试卷档案，主要从试卷资料的规

范存档、试题内涵、过程性考核管理、卷面成绩、试卷分析

等多个方面进行检查，共计抽检试卷 267份。从检查情况看，

各院（部）高度重视试卷命题、批阅、登分、试卷分析等过

程，试卷质量较往年有较大的提升，试卷评价平均分均在 90

分以上，材料整理规范、有序、完整，归档情况较好。从试

卷评阅情况来看，阅卷人执行评分标准严格，计分规范，未

发现明显问题，自查整改工作成效明显，试卷质量整体较高。

同时，检查组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与相关教学单位进

行了现场反馈，并针对存在问题向各教学单位提出了整改要

求，使试卷材料归档工作更加规范。检查分数见表 5和表 6

（排名根据分数从高到低排序）：

表5：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各院（部）试卷检查情况汇总表

序号 学院 抽查份数 平均分

1 信息工程学院 36 93.98

2 能源化工工程学院 24 93.04

3 理学院 27 92.78
4 公共基础部 21 92.62

5 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 36 92.61

6 机电工程学院 38 92.18

7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36 91.56
8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4 91.38
9 马克思主义学院 25 90.48

合 计 267 9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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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各院（部）试卷各项指标点检查情况汇总表

检查

项目

信息工

程学院

能源化

工工程

学院

理学

院

公共

基础

部

经济贸

易与管

理学院

机电

工程

学院

人文社

会科学

学院

食品科

学与工

程学院

马克

思主

义学

院

试题质量

（30分）
28.53 28.08 28.15 28.76 27.44 27.26 27.08 27.75 27.36

试卷评阅

规范性

（20分）

19.03 19.00 18.74 18.00 19.11 18.84 18.39 17.88 18.32

试卷分析

准确性

（20分）

18.83 18.54 18.52 18.19 18.58 18.55 18.36 19.13 17.72

成绩单及

平时成绩

登记表

（20分）

18.28 17.92 18.33 18.14 18.03 18.21 18.19 17.04 17.84

试卷档案

（10分）
9.31 9.50 9.04 9.52 9.44 9.32 9.53 9.58 9.24

总分 93.98 93.04 92.78 92.61 92.60 92.18 91.55 91.38 90.48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6.教学运行情况

开学初，校领导、各院（部）主管教学领导、教学督导

组、相关教学管理人员等深入教学一线对本学期开学十天授

课情况进行了全面的督导检查。据统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

计督导 90次，理学院共计督导 78次，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

共计督导 53次，信息工程学院共计督导 43次，机电工程学

院共计督导 42次，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共计督导 41次，公

共基础教学部共计督导 33 次，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共计督导

31次，能源化工工程学院共计督导 29次。同时，质评中心

和教务处组建教学运行督导组对新学期教学准备、教师到

岗、学生报到、课堂教学秩序、教学区域环境卫生以及教学

设备运行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现场教学督导 85 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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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巡查结果来看，全校整体教学运行情况正常，秩序稳定；

任课教师准备充分，学生出勤率高，上课精神饱满；教学设

备运行正常，教学环境良好。

本学期调停课管理应从严，且严格履行手续，控制教师

个人和各教学单位的每学期调停课次数，以保证基本教学秩

序。截止到 3 月 18 日，教师因出差或参加会议、身体不适

等原因申请调停课次数仍较多，已调整总学时为 62 学时，

其中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和大学生职业

生涯规划课程组调课率较高，调停课累计学时均超过本学期

计划调课学时（详见下表）。
2023-2024-2调停课统计表（截止3月18日）

序号 院系名称 总学时 计划调课学时 计划调课率 已调整学时

1 机电工程学院 9544 14.86 0.16% 8

2 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 9928 15.45 0.16% 16

3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7808 27.72 0.16% 22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9000 14.01 0.16% 6

5 公共基础部 8820 13.73 0.16% 6

6 能源化工工程学院 5000 7.78 0.16% 0

7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4232 6.59 0.16% 0

8 理学院 7056 10.98 0.16% 0

9 信息工程学院 10592 16.49 0.16% 0

10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组 1008 1.57 0.16% 4

11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组 528 0.82 0.16% 0

合计 83516 130 0.16% 62

7.检查结果

经汇总各方检查情况，结果如表 9（排名根据分数从高

到低排序），本次期初教学检查结果将作为各院（部）年终

考核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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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各院（部）教学检查情况汇总表

检查内容
理学

院

信息

工程

学院

人文

社会

科学

学院

马克

思主

义学

院

经济贸

易与管

理学院

公共

基础

部

食品

科学

与工

程学

院

能源

化工

工程

学院

机电

工程

学院

本学

期教

学工

作准

备情

况（60
%）

备课情况（40
分）

34.71 35.18 34.85 35.64 34.65 34.93 33.84 33.72 33.34

教学运行情

况（10分）
9 8.5 9 8.5 9 9 9 9 9

教研室教学

工作计划和

工作安排（10
分）

8.75 8.90 8.70 8.90 8.45 8.00 8.00 7.75 8.08

上学

期教

学资

料的

归档

情况

（40
%）

院（部）层面

教学资料归

档情况（5分
）

4.75 4.94 4.81 4.79 4.67 4.5 4.93 4.38 4.09

教研室工作

计划及总结、

过程材料（5
分）

4.75 4.31 4.38 4.36 4.11 4.31 4.5 4.38 3.98

课程教学材

料归档情况

（5分）

4.13 3.59 3.88 3.5 3.56 3.38 3.86 3.5 3.88

试卷检查情

况（25分）
23.20 23.49 22.89 22.62 23.15 23.16 22.85 23.26 23.35

总分 89.29 88.91 88.51 88.31 87.59 87.28 86.98 85.99 85.72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三、主要成效

1.高度重视，期初自查工作取得实效。本学期期初教学

检查工作组织有序，教学档案自查改和整扎实、细致，各院

（部）均制定了明确的工作方案，检查组对9个院（部）的

组织工作和教学材料的规范性给予了肯定性意见，认为所有

院（部）对教学资料归档都进行了集中统一管理，并由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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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进行归档、编号、存放，教学资料归档工作都做到了规

范、有序、高效。

2.持续改进，注重自查问题的分析与整改。各院（部）

均对自查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汇总记录，注重对发现问题的分

析，形成了期初教学检查工作总结。从学校抽查情况来看，

本学期教案、课件、教研室材料、试卷等教学资料较往年有

较大提升，特别是针对多次检查中存在的试卷主客观题比重

不合理、平时成绩给分仅以考勤为依据、试卷分析不深入等

突出问题，各院（部）按照“抓重点、促整改”的原则，逐条

自查整改，整改效果深受检查组好评。

四、存在问题

1.教案设计性不足，普遍存在拘泥于教材知识点的体例

结构和编排顺序，将大量知识内容罗列在教案中，在设计、

编排教学过程时，没有根据自己所教授学生的具体情况，创

造性设计教学过程。

2.教学方法缺乏多样性，教学过程中可能只采用了 3-4

种教学方法，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不能满足学生多样化学

习的需求。

3.部分教案重难点与教学大纲重难点不一致，教学目标

与教学内容匹配度不高，无法通过教案设计看出教学目标的

达成情况。

4.部分院（部）期初备课资料检查评分表存在未填写意

见和教研室主任未签字等现象。部分教案中的授课计划没有

体现实践教学内容执行情况，实践成绩支撑材料不足；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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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存在课堂教学时数、现场教学时数与总学时不一致，作

业次数与实际作业次数不匹配；教学大纲中考核方式与平时

成绩占比不一致，如马克思主义学院、公共基础部、能源化

工工程学院。部分教案无备课痕迹，教案内容直接使用 ppt

截图，课后反思雷同，未进行客观分析；课程思政与课堂知

识点结合还需加强，如信息工程学院、机电工程学院。部分

院（部）教研活动缺少工作计划、无简报，佐证材料不足。

5.部分教师平时成绩登记表格式不规范，平时成绩打分

不太严谨，依据不太充分，个别课程平时成绩缺乏过程性考

核。比如全班学生在考勤、课堂互动和作业上的平时成绩都

接近满分，分数没有体现区别。少部分教师试卷分析缺乏针

对性，试卷难易程度分析不到位，采取的教学改革措施缺乏

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等现象。部分教师试卷卷面成绩偏低，

不及格率偏高，依靠平时成绩来提高及格率。少部分仍存在

参考答案排版不完善，分值不合理，总分错误；试卷评阅不

规范，连续多处修改等问题。其中，信息工程学院和能源化

工工程学院试卷档案质量总体较好，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和

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试卷评阅规范性、成绩单及平时成绩登记

表等方面仍需进一步规范。

6.从期初教学运行检查的情况看，整体教学秩序良好，

全体任课教师均能提前到岗，未有教师出现迟到现象；多数

老师上课认真负责，能遵守工作守则，备课认真，教学态度

积极；大多数学生能够按时到班级上课，听课精神饱满，课

堂秩序较好；教学设施及教室卫生整体较好，教学用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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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全。但也存在个别教师上课教态需改进、着装需规范、走

下讲台主动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需加强。在教学条件方面也

存在实验室无铃声、教室钟表无电池；个别班级课表不规范、

教学用具不能及时更换等问题。在调停课方面存在个别学院

累计调整学时已经超过计划调课学时，调停课人次较高。同

时，部分班级学生未按期返校，整体到课率有待提高；少部

分学生会踩点、迟到等情况，针对期初教学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及时反馈至相关部门，完善了整改措施，做到了及时处理，

进一步提高了教学运行质量。

五、教学建议及改进措施

1.期初教学检查工作是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的重要举

措，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各院（部）要及时跟进落实、督

促整改，严格对照规范要求，以点带面，认真整改教学档案

材料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教学档案的规范性、完整性。同时，

质评中心与教务处将在期中教学检查中开展“回头看”，确保

问题整改落实到位，不断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2.教学检查的主要目的在于“以检查促建设，以建设促质

量”，各院（部）要针对教案设计性不足、教学方法缺乏多样

性等问题，查缺补漏，加强教学改革和教学方法研究，鼓励

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手段，充分发挥专业带头人、教研室主任

和青年教师导师的示范引领作用。

3.各院（部）要强化考试全程监控与信息反馈机制建设，

加强课程平时成绩管理，重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管理和考

核，平时成绩评定需要依据充分、科学公正、权重合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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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试卷分析和教学反思在改进教学中的作用，提高试卷分析

的准确性性和教学反思的针对性。

4.各院（部）要对期初教学运行检查中反馈的问题，提

醒教师注意上课仪容仪表，充分利用课前和课中主动走下讲

台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及时了解教学效果；要及时解决教

室钟表无电池、个别班级课表不规范、教学用具不能及时更

换等问题。针对实验室无铃声的问题，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

应及时拿出解决方案。特别是要对本单位调停课情况进行深

入分析，尤其应关注教师个人原因引起的调停课；及时采取

有效措施，严格控制调停课次数，规范调停课手续，严肃教

学纪律，强化教学运行过程管理，共同维护正常教学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