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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简讯 

1. 2 月 22 日召开校教学督导组组长、副组长工作会议 

2 月 22 日上午 9 点，在教学办公楼 1012 会议室召开了本学期

教学督导组组长、副组长工作会议。教学督导组以审核评估为契

机，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以评促强”的基本方

针，致力于规范化、制度化督导管理工作，进一步发挥教学督导在

新一轮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和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等重点工作中的作

用。本学期教学督导将完成期初教学检查、常规教学检查，并同时

进行专项教学检查。 

2. 2 月 23 日和 2 月 25 日组织第四届黑龙江工程学院教师教学

创新大赛暨第四届黑龙江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选拔赛 

2 月 23 日，教学督导组作为评委对参赛教师提交的课堂教学实

录视频、教学创新成果报告、教学设计、教学大纲进行了严格评

审。评审中指出课堂教学实录视频如何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教学内

容，如何增强情感表达，教学创新成果报告应更为凝练，并提出了

有效呈现成果的建议。教学设计创新报告则着重突出了教学设计、

教学思路、难点以及针对性的教学实施。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宝贵的建议。 

2 月 25 日，教学督导组对参赛教师进行现场评审。教学督导们

深入分析了比赛评分标准，强调了如何在比赛过程中突出创新性教

学举措与成果。同时，充分挖掘了参赛教师的优点和不足，并提出

了进一步优化的建议。经过两天严格、公正的评审，选拔出了优秀

的教师参加省赛。 

此次选拔赛旨在引导教师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培养潜心育人

的教育者，激发课堂教学的活力，持续提升教师的课堂教学技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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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推动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 

 

图 1 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选拔赛 

3.2023-2024 学年第二学期期初教学检查 

为了加强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教师发展中心在 2024 年 2

月 26日至 3 月 1 日组织了校级教学督导和各院（部）二级教学督导

全面开展了教学检查。教学督导们深入到课堂中，重点检查教学运

行情况、教师的教学态度和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课堂纪律等方

面。经过检查，学期初的教学整体状况良好。 

4.教学督导组协助校工会助力参赛教师备战第八届黑龙江省青

教赛 

为了确保参赛教师在第八届省青教赛中取得好成绩，为学校争

光，教学督导组和二级学院副院长协助校工会对参赛教师进行赛前

指导，专家们根据比赛评分标准和要求，多次对各位选手从教学大

纲、教学设计、教学 PPT、课程思政、语言教态、节奏控制、课件

板书设计、重难点的把握以及教学思想的渗透等方面，用心用力精

心指导、共同出谋划策，并提出了进一步提升的具体思路，希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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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促教，进一步训练竞赛功底。本次赛前集中指导为参赛教师提供

了预演机会，进一步打磨了参赛作品，促进了教师教学创新能力的

提升。预祝我校四位参赛教师在第八届黑龙江省青教赛中突破自

我，赛出水平、赛出风采，取得好成绩！ 

5.召开关于开展本科生试卷专项检查工作的督导工作会议 

3 月 15 日召开关于校教学督导和二级学院督导联动开展试卷专

项检查工作具体事宜的会议，会议针对校教学督导和二级督导开展

试卷专项检查做了详细的部署。具体内容包括确定检查时间、分组

情况以及重点检查的内容。 

二、督导工作基本情况 

本月教学督导听课情况统计与数据分析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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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数据分析： 

   （1）本月教学督导听课总数是理论课程 414 学时，实验课程 10

学时。同时对近三年新进教师、综合排名后 15%教师、拟评职称申

请听课教师、兼职和外聘教师及近三年新开课程教师进行重点听

课。教学督导在听课过程中更加注重“有点有面、点面结合”，督

导工作更加细化。课堂评价统计结果说明我校绝大多数教师教学质

量优秀，本月教学运行情况总体良好。 

（2）校教学督导听课情况。听课总数 179 学时，理论 176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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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实验 3 学时，其中对重点听课对象听课 41 学时。建议继续加大

对重点人员的听课力度，同时，加大对实验课程的听课力度。    

   

图 2  校教学督导听课情况 

（3）学院（部）教学督导听课情况。听课总数 235 学时，理论

学时 228学时，实验 7 学时，其中对重点听课对象听课 55 学时。建

议加大对实验课程的听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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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学院（部）教学督导听课情况 

 

图 4  学院（部）教学督导重点听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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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学院（部）教学督导课程评价汇总 

三、存在的不足与建议 

1.教师方面存在的不足 

（1）课程思政方面，存在着缺乏教学设计、偏离专业课知识结

构的问题。课程思政内容应以专业知识为基础，融入政治素养和职

业素养。同时，需要创新教学方法，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深度结

合，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更新教学内容，深入挖掘思政元素。 

（2）个别教师的课程 PPT质量不高，存在内容单调、文字过

多、缺少案例分析等情况。教师应提升 PPT 设计水平，减少文字

量，增加案例分析，使课堂更生动有趣。 

（3）部分教师教学内容陈旧、重点不突出，需进一步更新教学

内容，突出课堂重点难点，增加课前学习总结和课后延续性教学环

节。 

（4）个别教师教学方法单一、缺少多元化，教师应采用情景教

学和案例教学，增加教学方法的多样性。 

  （5）个别教师在开课前不明确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教师应提

前与学生沟通，明确教学目标，引导学生做好准备。 

（6）针对未充分关注不同层次学生学习效果和课堂管理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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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教师应加强课堂管理，关注学生学习情况，提供个性化的学

习支持。 

（7）个别青年教师缺乏课堂驾驭和管理能力，需加强青年教师

的培训和指导，提升其课堂管理和教学能力。 

（8）个别教师在课堂以单向输出为主，缺乏与学生互动，没有

深入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应增加与学生的互动，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9）个别课程没有教材，特别是在专业选修课程中几乎没有教

材可供参考。 

2.学生方面存在的不足 

尽管学校和各学院（部）一直在进行学风建设和宣传工作，但

学生在听课状态和课堂学习质量方面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个别课程中，学生的积极参与和有效互动相对较少，且少

数班级存在学生缺课现象。 

（2）一些后排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出精力和注意力分散的情况。 

（3）学生高质量回答问题的情况比较少。 

3.建议与对策 

（1）加强课程思政内容的价值引领，提炼课程思政元素，探索

课程思政的实施模式，以达到立德树人的目标。 

（2）教师应充分运用语言和肢体动作，营造更活跃的课堂氛

围，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3）教师需要适度关注全体学生的学习听课状态，有效管理课

堂，必要时采取相关措施加强课堂纪律。 

（4）教师应加强与学生的交流沟通，进行学情分析，根据不同

学生的需求设计教学内容，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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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每节课前应明确教学目标，课堂上要围绕教学目标展开讲

解，并在课程结束时进行小结。 

（6）教师可在课前调整学生座位，尽量让学生就坐在前排，关

注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状态，并采取提问等方式提醒不专注的学

生。 

（7）在多数课堂中，采用讨论式、启发式等多种教学方式，教

师可多点名提问，加强学生的参与性，并在课中进行抽查点名和自

动点名的线下辅助教学。 

（8）教师的教学资源需要丰富，课程 PPT 内容应图文并茂，适

当引入短视频、动画等，提高学生的关注度，激发学生的主动学习

兴趣。 

 

 

 

 

 

 

 

 

 

 

 

 

 

黑龙江工程学院 教师发展中心                        2024 年 03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