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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听课】

※校级督导听课

统计数据显示：5、6 月份，校级教学督导 16 人按时递交《督导听课记录及评价表》，

共听取 82 位教师 110 人次的课堂教学，评价得分 70~79 分 1 人次，80~89 分 55 人次，90

分及以上 54 人次。课程教学情况及建议汇总如下：

1.备课、板书与 PPT。①我校教师课程教学 PPT等多媒体使用率接近 100%，智能制造

与计算机学院《汽车机械基础》课程黄雅濛老师，通过 PPT 演示齿轮转动，取得良好的教

学效果。②有 20%左右的课件存在文字过多过密、色彩搭配不协调、描述性语言过多、播

放过快等问题。③部分教师过度依赖 PPT，缺乏适当的板书，要重视充分运用板书辅助教学。

2.课堂管理与教学互动。①智能制造与计算机学院《电气控制与PLC技术》课程王冠君

老师课程教学中精心设计了功能图及随机抽答小程序，操作简便，互动性强，激发了学生课

程学习的兴趣。②部分班级与课程仍然存在学生上课迟到情况严重，到课率、听课率偏低的

问题，应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管理和学生日常教育，增强学生上课、听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③部分教师教学方法单一，存在教师单向灌输一言堂问题，与学生互动少，学生参与度不高。

应时刻关注学生听课状态，强化课堂教学管理，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运用角色

扮演、小组讨论等互动形式，加强师生互动、生生合作互动环节，激发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

学过程，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3.教学内容与教学质量。①经贸管理学院周琪老师采用“线上超星平台营销训练+线下演

练” 混合式实践教学，通过移动端APP实现分层训练；徐海悦老师《视觉营销》课程，将艺

术设计与市场营销跨学科项目整合，实现学生从市场分析到设计方案的全流程实践；董杰老

师《会展策划与营销实务》课程，通过播放视频，直观展示实际案例；韩刚老师《计算机基

础》课程，将技能操作分解为4个标准化评价点，采用形成性评价创新课程评价方式。②经

贸管理学院多数专业课程内容能对接职业标准，其中《财务报表分析》课程姚杨老师，采用

企业项目案例，将最新技术标准融入教学，学生参与度达90%以上。③部分专业课教师教学

内容与实际应用脱节，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与实践的结合，学生难以理解和

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4.其它建议。①要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训培养工作，定期组织教师培训，特别是初次站

上讲台的新教师和青年教师，要通过各级各类培训、各级各类比赛、导师制培养、企业实践、

教研科研等途径，帮助他们掌握教学方法和技巧，提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提高课堂

教学效果。②要加强督导信息反馈和问题整改、改进的跟踪督查，形成质量监控的有效闭环。

③要加强教师语言表达、板书、PPT制作等教学基本功培训。④要努力提升教研活动的质量，

定期组织教学研讨、集体备课、示范课观摩、教学沙龙等教研活动，聚焦解决如课程思政融

入、混合式教学实施、大班教学互动、课堂教学管理等教学中的共性问题。

【质控检查】

※课堂教学巡查

5~6月份，质量控制处会同教务处通过现场巡查和观看监控等方式，常规开展教学巡（检

查）查，相关情况汇总如下：

1.大部分教师，特别是校龄、教龄比较长的教师，能够严格按照教学基本规范组织课堂

教学，通常能够提前 10分钟左右进入教学场所做好教学准备，课堂教学环节完整，授课方

法与手段灵活多样，师生互动自然流畅，授课内容深度广度契合学生实际，教学重点突出，

恰当运用信息技术、教学资源和板书，语言规范、生动流畅，教学责任心强，课堂管理严格。

2.少数教师上课手拿教材照本宣科或读 PPT，课堂管理松散；个别教师全程坐着讲课，

甚至上课期间经常性较多时间不组织教学；某些教师及所教课程学生上课迟到情况时有发生，

上课打瞌睡、玩手机比例偏高，出勤率、听课率较低等现象没有明显改变；某些教师及所教

课程学生经常坐后排或两边，中前座位空座。

※教学场所检查



检查发现校本部教学场所存在的问题：一是仍然有极少数学生在教学楼走廊吸烟、随地

乱扔烟头；二是个别教室课桌椅堆积如山，组织学生劳动实践教学活动还需要进一步制度化、

规范性、标准化；三是教室课桌椅还存在随意挪用、搬动引起教室课桌椅过多、偏少，排放

不规范的情况；四是教学楼过道破旧课桌椅要及时处置。

【信息往来】

※学生信息员反馈

质量控制处常规组织学生信息员开展 5月~6月的《学生信息员日常信息反馈》和《任

课教师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学生评价、问题与建议、诉求等汇总整理如下：

1.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学生信息员从任课教师师德师风、教学基本功以及所授课程教学

内容、方法、效果和课堂教学管理等方面对所授课程的教学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学生课程

教学质量满意度在 70~79 分为 2.4%、80~89 分为 14.8%、90分以上为 82.8%，总体满意度

高，且满意度较前有进一步提高。

2.课程教学质量。①智能制造与计算机学院《网络工程与综合布线》课程顾留锁老师讲

课形象生动，教学方式贴切学生实际，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教学内容由浅入深、条理清晰、

语言精练、讲解到位，注重总结提升，有效提高课堂效率。②智能制造与计算机学院《机电

设备安装与维护》课程刘景辉老师在复杂内部结构、操作流程等内容教学中采用虚拟仿真软

件等手段辅助教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③希望某些教师放慢

讲课语速，课程内容教学力求通俗易懂。④某教师的《就业指导》课程，讲课枯燥无味，不

能激发学生求知欲。

3.管理服务质量。①部分学生反映食堂饭菜价格与质量的问题，要时刻做好监督工作。

②学生经常反映梧桐宿舍水电费太贵的情况，要设法做好解释工作。③部分学生反映学校时

不时开会，大多数会议都是安排在没有班车的时候，住梧桐的学生每次都要自行打车去学校

参加会议。④对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不够系统和深入，多数学生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

感到迷茫。⑤宿舍管理方面，存在卫生状况不佳、设施维修不及时等问题，影响学生的生活

质量。

【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 1] 以公开课为抓手，筑牢教学质量根基。

马克思主义学院坚持开展“一人一课”公开课观摩活动，覆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等核



心课程。教师通过“案例浸润+视频辅助+互动探究”的教学模式，将理论阐释与现实案例深

度结合。该活动已形成“备课-授课-评课-磨课”的闭环管理机制，累计开展公开课 20 余场，

教师参与率达 100%，有效推动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提升，促成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2025 年

校级青年教师汇报课比赛，周姣获一等奖；张冰娜老师荣获 2024 年第四届长三角民办高校

教师教学技能大赛江苏赛区三等奖。

[典型案例 2]以科技节为载体，构建“思政+实践”育人体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精心组织学校第十二届科技节活动，举办“技能成才 强国有我”系列

活动，设计七大特色项目实现思政理论与创新实践融合。“思维导图展览”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核心内容转化为可视化成果，落地省教指委教改课题；“传

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讲比赛为常州市“中国精神”演讲比赛储备人才；短视频

大赛对接教育部“全国大学生讲思政课”活动，形成“校内遴选-作品打磨-赛事练兵”的培

养链条。此外，“AI 的思辨伦理与应用”科技讲座、“国家安全教育”手抄报大赛、“航空模

拟飞行”小学生科普服务等活动，契合科技前沿和国家教育主题，拓展学生思维和活动空间，

实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协同育人。活动中，教师团队创新“校社共建+项目运

作”模式，王艳君、周姣教师牵头的科普服务活动将申报市级优秀志愿服务团队项目及省级

创新创业计划项目。

[典型案例 3] 以校本特色为突破，打造大思政品牌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学院依托“人文建东”建设，构建具有校本特色的大思政格局，倪筱荣、王艳

君撰写的相关典型案例获“中国江苏网”省级媒体报道。在社团建设中，培育“思政+心理学”

初心社、“思政+传统文化”忆江南文化社等 5个创意社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其中“新青年.V.

视社”在马院张亚娟指导下，学生短视频获 2025 Adobe世界大赛省赛一等奖、三等奖，全国

总决赛二等奖、三等奖；“行走的思政课”项目组织学生走进红色场馆，王艳君、周姣、张亚

娟指导的学生作品《百年荣耀铸党魂，传承有我谱青春》获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

会三等奖。根据教育部要求，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扎实推进，充分体现了学校领导对立德树

人的责任担当和学校对思政课的高度重视。

【推荐阅读】

※对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几点思考

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主要依靠教师的教学能力，而最能体现这种能力的是课堂教学。精

心设计课堂教学，向学生奉献最佳的课程教学精品，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是每个教育工作者

追求的一种最佳境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思考问题。



1.充分备课，精心设计。备课是指对课堂教学的一种设计，是围绕课程教学目标来展开

教学过程的编导。教师要很好地把握课程标准和教材的重点，注重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2.突出重点，击破难点。一次课的重点和难点在教师的教案里是有体现的。在教学过程

中要做到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化解难点，内化知识，既要依靠教师长期积累的教学经验，

也需要教师的勤勉认真和教学智慧，熟练地运用教学策略。

3.才艺双全，创新求真。课堂教学是展示教师才艺的场所。教师要通过课堂教学，展示

自己的道德、人格、学识、语言的魅力。教师的一个肢体动作、一段文字板书、一个徒手作

图都会影响学生的一生。教师要追求课堂教学的美学境界，做一个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

4.有效组织，精准控制。课堂教学的精准设计是教师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课堂教学如

同一个生产过程，程序控制相当重要，不能浪费时间。优秀的教师通常能够以丰富的经验、

敏锐的视角做好教学设计，以适当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与教学策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提升教学效果。

※关于“被动听课”与“主动听课”

“被动听课”是指被听课者讲什么听课人就听什么的听课形式（听课前双方没有任何的沟

通）。对于教学督导而言，如果是专业不对口或根本不了解课程内容，则只可能被动的检查

一下被听课者的前期准备情况、随机应变的能力，更多是看被听课人的教学基本功，很难谈

得上指导；如果是专业对口或内容清楚，也只能是凭借自己的经验来感悟这次课的组织与内

容传授的效果，但由于缺少前期的沟通，不清楚被听课者的教学意图与安排，因此也谈不上

有效的指导。这种听课实质上只解决了“督”的任务而没有解决“导”的问题。

“主动听课”是指听课人已经知道了被听课人的教学思路与具体安排再进行指导性的听

课形式（听课前双方已经沟通或被听课人提前提交了教学思路与方案）。对听课的学生来说

是有目的的学习；对听课的同行来说是有目的的探索教学问题；而对督导老说就是有目的的

“督”——体现在教学实施前督促其作好准备，有目的的“导”——体现在清楚思路的前提下，

对所发现的问题进行指导或提出修改意见，关键是被听课人的前期准备情况。

“主动听课”要求被听课人向所有听课的人提供：学期授课计划；教学大纲；所用教材课

程的具体教案。关键要针对将要被听的部分的内容，提交此次课程的具体单元名称、单元目

的、教学方法、重点难点、与前后节次的关系、某些细节部分（例如怎样导入？怎样展开？

怎样强化？怎样总结？怎样训练？怎样组织？怎样处理教材等）的处理预案等。

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建议被听课人应充分利用教研室教研活动时间展开课程研究，借此



展示被听课人的教学能力与水平，听取同行建议，集体备课。建议听课人拿到材料后要分析

研究，提出参考意见，尤其在听完课后，要相互交流，帮助总结成功经验，找出不足之处，

切实帮助被听课人提高教学水平。

※浅谈教学中的互动

南京师范大学张一春教授曾在“MOOC时代精品微课资源建设方法与策略”讲座中提到，

互动不仅仅是简单的提问。互动教学的灵魂是启迪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在课

堂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是值得广大教师认真研究的课题。互动课堂教学就是要

让学生真正地活动起来,主动参与教学。

我们在听课过程中发现有些老师与学生的互动太少，甚至是一言堂。这样往往是教师讲,

学生听,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感官单一,易于疲劳,致使学生很难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学生在

课堂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难以主动地学习和思考,久而久之学生的主动性受到压抑,进而影

响学生智能的发展和素质的全面提高。

“互动”教学促进教师教学业务水平不断提高。“互动”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

师要在备课和课堂教学中下功夫，对课堂教学的每一环节,都要充分体现“互动”的特色。教

师不仅要认真钻研教材,还要了解学生,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周密考虑课堂教学设计。这不仅仅

要求教师具有较广的知识面和扎实的基础知识,而且要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以便及时解决学

生提出的问题和及时调控教学内容。这样备课所花的时间会比一般教学要多,课也比一般教

法的课堂难于驾驭、调控。但是, 活跃的课堂气氛、学生高涨的学习积极性也能反过来促进

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业务水平。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指出：一个教师不仅仅是奉送真理，更要能够教会学生发现真理。

在教学中，教师要留给学生“空白地带”，让学生去质疑、解疑。同时应尊重并鼓励学生积极

大胆提问，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用不同方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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