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吉首大学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教学督导〔2025〕2号

2025 年上学期第 1-6 周教学督导工作通报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草长莺飞，满园花香的吉首大学乙巳

蛇年新学期到处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和旺盛的活力。为持续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提升办学规格，确保学校高水平通过新一轮本科教

育教学审核评估，2025 年学校本科教学督导工作将紧跟学校高

质量发展步伐，聚焦学校核心工作，对标《吉首大学本科教学督

导工作管理办法》和各项考核指标的要求，切实履行督教督学、

督管和督改等督导职责，全面把握核心教学环节质量标准，全过

程实施教学质量评价，积极参与教育教学质量把控，全方位服务

于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开学后的第 1-6周，学校督导团和各

二级学院督导组在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的正确领导和精心

组织下，积极作为，踏实推进督导工作，为新学期本科教学平稳

有序运行和学校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做出了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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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督导工作总体部署

（一）校督导团新学期工作安排

2025年 2月 27日，学校评建办协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组织了新学期教学督导团工作预备会议，评建办常务副主任张友

福、教务处副处长宋海龙、督导团团长张仁民、督导团秘书杨波

等六人参会。会上，宋海龙就新学期督导队伍建设、督导核心工

作等问题进行了部署；张友福就审核评估的教学档案、课题教学、

实践教学和质量监督结果运用对新学期督导工作的要求做了明

确的要求；杨波就教学评价的手段、形式和结果等问题进行了探

讨；张仁民就督导简报的内容、形式和结构进行了交流；尹小兰

就示范课程拟定、开展形式及新学期督导工作会议与与会人员进

行了沟通。

2025 年 3 月 5 日，2024-2025-02 学期督导工作会议在创业

园召开，学校 30名校督导全部到会，会议由教务处处长刘晗主

持。会上，评建办常务副主任张友福从审核评估视角对质量标准、

质量评价、质量把控和质量文化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解读和提出

了具体指导意见；教务处副处长宋海龙对本学期三级质量保障体

系的健全、队伍建设、监控系统和教学平台的升级等问题作了汇

报；校教学督导团团长张仁民结合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

汇报了本学期督导工作要点和学期工作计划；教学质量监控与评

估中心尹小兰通过讲解督导评教管理系统使用方法、评价要素等

对与会督导进行了业务培训；所有督导集中学习了教育部审核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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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专家的《如何开展审核评估的听课看课》视频课。刘晗处长最

后对本学期的督导工作进行了强调和总结。

表 2024-2025-02 学期本科教学督导团工作计划

序号 时间 工作内容

1 第 1周 新学期开学工作检查与课堂听评课

2 第 2-3周 检查 2024-2025-01期末教学档案

2 第 4-7周 开展第一轮“课堂教学人人过关”专项工作

3 第 8周

整理听评课数据，分析课堂教学情况，形成报表；

产生示范课程和重点关注课程名单；

制作第二期督导工作简报

4 第 9-12周 分类别组织 4堂示范公开课

5 第 13-14周

开展第二轮“一季度一检查”“一检查一通报”检查

督查活动；

制作第三期（专项督查）督导工作简报

6 第 15周
开展第二轮“课堂教学人人过关”暨重点关注课程的

整改抽查

7 第 16-17周
检查核心实践环节的运行情况；

实习基地、教学平台建设情况检查

8 第 18周
制作第四期督导简报；

本学期的总结和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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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级学院督导组建设

为进一步加强教学督导工作，健全三级教学监控体系，按照

《吉首大学本科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各二级学院遴选了一

批热爱督导工作、具有奉献精神、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较强的教

师走上了担任院级督导。开学第一周，各二级学院督导组按照教

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的要求，召开了有学院党政领导参加的督

导会议，学习督导工作相关文件，谋划本学期督导工作。

（三）学生信息员队伍建设

为及时全面掌握全校本科教学的运行状况，突显以学生为本

的教育教学理念，各二级学院遴选了一批思想觉悟高、服务意识

强、品学兼优的全日制本科生作为本科教学学生信息员。各二级

学院在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的指导下，对学生信息员进行了

业务培训和工作指导。

二、开学检查情况

为全面了解学校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部署的落实情况，确保

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序推进和高质量发展，2月 23日-24日，校

党委委员、副校长冷志明带领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深入教学现场

检查各教学单位开学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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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副校长冷志明带队展开开学检查工作

检查小组一行重点查看了校区的教学条件、教室环境和课堂

教学情况，深入了解各学院教学设施的运行、教学任务的落实、

师生到岗到校、课堂教学秩序、教学条件保障等情况，并随机进

入课堂看课听课。

经检查，学校各校区各学院教学准备充分，教学秩序井然，

师生精神面貌昂扬，教风学风良好。各种教育教学设施设备运行

平稳，教学基本条件保障到位，广大师生正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

新学期的工作和学习中，为新学年的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工作开

好了头，起好了步。

开学第一周，校督导联系其所在学院院领导及院督导组成二

级学院开学检查小组，对各学院的开学准备情况进行了全面检

查。课程安排与执行：各学院按照教学计划有序开展课程教学。

从第 1周开始，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均准时开课，开课率达到了

99%。大部分教师能够严格按照课程表进行授课，无明显的课程

冲突或随意调课现象。教师到岗情况：通过督导巡查，教师的到

岗情况良好。在第 1-6周内，教师按时到岗率达到了 100%。仅

有极少数教师因突发原因出现短暂迟到，但均及时与学生沟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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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了教学进度。学生出勤情况：学生整体出勤情况较为稳定。

平均到课率达到了 99%，但不同专业和课程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部分公共基础课程的到课率相对较高，而个别专业选修课程的到

课率略低。督导人员针对到课率较低的班级和课程，及时与相关

学院和教师进行了沟通，督促加强学生管理。

开学第 2-3周，校督导联系其所在学院院领导及院督导组成

二级学院教学档案检查小组，对各学院 2024-2025-01 学期的教

学档案进行了全面检查。重点督查试卷归档材料中的课程大纲、

命题审批表、试卷质量、评分标准、试卷批改、试卷分析等方面

的内容。对档案检查中发现的如极少数试卷的题型、题量、难度

设计不合理，与课程大纲不完全吻合等问题进行了通报，并要求

相关任课教师及时整改到位。

三、督导听课评课情况

（一）深入课堂进行教学评价

开学以来，根据审核评估对课堂教学的质量要求，校教学督

导深入各二级学院课堂，对照《课堂教学评价表》评价指标，从

课程思政、教学内容、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五个方

面客观评价课堂，并对授课教师进行业务指导和帮扶。

（二）校督导听评课情况

（1）校督导听评课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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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第 1-6周全校督导听课情况统计表

所属组别 姓名 节次 所属组别 姓名 节次

理工组

向延鸿 16

艺体组

李开沛 18

张仁民 10 张天成 20

谢景力 14 熊静梅 20

刘世彪 16 杨 波 15

刘 昕 18 杨冰滴 8

公共课组

刘如艳 18

医药

化工组

李志平 18

孙玉姣 14 王迎春 12

唐赞玉 12 熊利芝 16

刘泽海 16 沙永红 16

王小云 18

张家界

校区组

周亚辉 8

文史组

孟 娟 14 丁 雷 18

罗贤春 14 常 晖 22

彭延炼 14 余 勇 12

覃娜娜 14 黄志平 20

邹晓玲 14 尹祝寿 25

（2）校督导听课评课的组织形式

坚持小组成员集体听评课，每堂课的听评课专家不少于 2

名，以确保听评课结论的客观、公正性；力求跟学院教学督导组

成员一同听评课，以便营造课堂教学检查氛围，也有利于提升校

院两级督导专家听评课的整体水平；坚持做到每听完一节课都跟



— 8—

听评课对象进行面对面交流，指出其优点和需要改进的方面；以

新引进教师、课堂教学“重点关注教师”（含学生及同行专家评

价较差的教师）为听评课重点，力求尽早发现问题，帮助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与效果。

（3）课堂教学评价的总体情况

从数据方面看，听评课评价等级为优秀的约占 15%，良好约

占 70%，及格约占 15%。

值得肯定是我校全日制本科课堂教学总体运行状况优良。大

部分任课教师上课准备较充分，教学材料齐全，教学内容较充实，

讲解较清楚，学生出勤率较高，教学秩序良好。

课堂教学值得重视和提升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授课内容的高阶性和挑战度缺失较为严重，部分教师在

把握学科发展前沿知识不够，教学内容显得较为陈旧；二是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贯彻力度不够，教师教学的主导性体现有

余，而学生的主体地位体现不足，对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调动

不够充分；三是知识传授型课堂较多，问题意识不强，引导、启

发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相对不足；四是教学中

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运用不够，不利于进一步提高教学容量、课堂

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五是课程思政意识普遍不强，远远没有成

为教师的自觉行为。

（三）优质课堂推荐

（1）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周攀老师的《电机学》课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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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功底扎实，备课充分，上课有激情，逻辑思路清晰，层次分明，

重难点突出，课件设计合理，图文、标注、视频等多媒体要素与

传统教学能够有机融合，学生课堂注意力集中，教学效果好。

图为周攀老师授课现场

（2）生物资源与环境学院王敏老师的《生物教学综合素质

强化》课程。课堂讲解生动，落实了课程思政要求，积极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生观。教学方法与手段运用得当，支持

学生的互动与参与，课堂效果好。

图为王敏老师授课现场

（3）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江敏老师的《物理教学技能训练》

课程。课堂把控能力强，对学生的教学试讲点评详尽、到位，通

过此教学环节的实施，学生的教学技能能够得到有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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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江敏老师授课现场

（4）茶艺技能实训室覃美绒老师的《茶艺》课程。层次分

明，课程采用“理论—演示—实操”的递进模式，结合茶文化历

史、茶具认知、冲泡技法等模块，融入情景模拟、茶艺展示等互

动形式。学生参与度高，全员动手操作，课堂效果好。通过精心

设计的课堂活动与高参与度的实践环节，成功实现知识传授与素

质培养的双重目标，学生技能掌握扎实、文化认同感显著增强。

图为覃美绒老师授课现场

（5）外国语学院陈静秋老师的《高级日语 2》课程。教学

目标明确，教学内容充实，教学思路清晰，教学方法得当，能在

课堂教学中较好体现出“以学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引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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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深度分析了人们信息获取的片面性，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

学生的问题意识、方法意识、体现了课堂教学的高阶性和创新性，

课堂教学效果反响较好。

此外，体育科学学院的王月英老师、刘蓓老师，音乐舞蹈学

院的黄丽君老师、洪雪飞老师，担任《中华民族影像赏析》素质

课的覃娜娜老师等均表现优秀，其课堂堪称优质课堂。

图为音乐舞蹈学院听洪雪飞老师的《湘西苗族鼓舞》授课现场

图为体育科学学院康丽华老师《湘西苗族鼓舞》课程评教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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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生信息员反馈的教学运行情况

（一）校督导与学生信息员的联络情况

表 第 1-6周全校督导联系学生信息员情况统计表

所属组别 姓名 次数 所属组别 姓名 次数

理工组

向延鸿 5

艺体组

李开沛 6

张仁民 5 张天成 6

谢景力 4 熊静梅 5

刘世彪 4 杨 波 3

刘 昕 5 杨冰滴 4

公共课组

刘如艳 5

医药

化工组

李志平 5

孙玉姣 4 王迎春 4

唐赞玉 3 熊利芝 3

刘泽海 3 沙永红 3

王小云 5

张家界

校区组

周亚辉 6

文史组

孟 娟 6 丁 雷 2

罗贤春 4 常 晖 4

彭延炼 3 余 勇 4

覃娜娜 4 黄志平 3

邹晓玲 4 尹祝寿 4

（二）学生信息员反馈的问题清单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学生评教等级为较差的课程有《民事

诉讼法学》。



— 13—

招生就业处：学生评教等级为较差的课程有《创业基础》。

药学院：学生评教等级为较差的课程有《创业基础》。

五、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专业建设方面

部分新办专业，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传统专业，

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存在调研不充分，对产业发展趋势把握不

准，对专业内涵理解不透，对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的问题。

部分传统专业的课程设置没有与时俱进，甚至沿用十年前的

课程体系；课程设置及课程内容没有充分体现以培养学生能力为

目标，知识、技能、思维、素养等维度的统筹培养有机构建。

（二）课程教学方面

一是授课内容的高阶性和挑战度缺失较为严重，部分教师在

把握学科发展前沿知识不够，教学内容显得较为陈旧。

二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贯彻力度不够，教师教学的主

导性体现有余，而学生的主体地位体现不足，对学生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调动不够充分。

三是知识传授型课堂较多，问题意识不强，引导、启发学生

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相对不足。

四是教学中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运用不够，不利于进一步提高

教学容量、课堂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五是课程思政意识普遍不强，远远没有成为教师的自觉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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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普遍存在上课打瞌睡、玩手机等学风不正的问题。

（三）实践教学方面

部分实验课程开设在中午，学生意见较大；部分理工类实验

课程的内容过分依赖实验平台，高阶性缺失；存在实验报告批改

不及时和评分依据不足等问题；实验课程教学的组织较为松散。

（四）基础设施保障方面

公共教学楼的教师休息室设施陈旧，破损严重，甚至存在被

学生占用反锁的情况；部分多媒体教室的设备陈旧甚至故障，没

有及时维修；教室里存在屋顶隔板、内墙体粉刷掉灰等问题；部

分学院教研室的教师办公电脑、打印机等基本办公条件没有保

障。这些问题反映出学校对教学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足，相关

职能部门对教学设施的管理和维护保障不力。

（五）实验仪器设备方面

存在实验设备老化和故障率高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工科学院

相关专业实验室尤为突出。在招生规模持续扩大，增加理工农医

等专业人数比重，提高实践动手能力等政策背景下，保障实践教

学基本条件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六、对教育教学的建议

（一）学校应全面加强新进教师的培训、培养工作，全面加

强青年教师的教学基本功，提高其教学素养和整体教学水平。

（二）进一步加强学院教研室建设，充分发挥教研室的教研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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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期或不定期推出优质教学课堂和课堂教学优秀教

师，使各类与课堂教学相关的教学竞赛与教师注重日常课堂教学

质量的提高有机结合。

（四）各个学院应该重视对教学的组织与管理，经常开展教

研活动，要加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研究和改革，特别是要对

青年教师进行及时培养，规范要求，提倡青年教师听课制度，切

实提高教学质量。

（五）应加强对教学课件的评比和筛选，提高教学课件制作

水平，同时采取措施，减少教师对课件的依赖性，真正发挥教学

课件的“辅助”作用。

（六）进一步加强学生思想、素质、课堂纪律等方面教育，

形成齐抓共管，以减少迟到、早退、缺课等不良现象。

七、它山之石

严督善导，为立德树人护航——湖南城市学院构建教学督导

工作新格局

不久前，第二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决赛在西安交通

大学落下帷幕，湖南城市学院张闻芳教师团队经过激烈争逐，获

得二等奖，实现了该校在高层次高水平教学大赛中新的突破，这

也是该校通过教学督导的指导与帮助，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明显提

升的一个显著成果。近三年，学校教师在课堂教学竞赛和信息化

教学竞赛中，共获竞赛奖励 32 项，其中国家级二等奖 1 项，省

级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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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深化本科教育内涵式

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和培养质量，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已成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教学督导作为本科

高校人才培养能力和质量监控与保障的有效手段，是实现本科高

校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湖南城市学院作为地方本科高校，紧紧瞄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湖南的人才需求，在教学督导工作中守正创新、踔厉

奋发,切实构建教学督导工作新格局。

两级协同，强化督导队伍建设

车依轨走，人伴制行。教学督导落实落细，队伍建设尤为关

键。湖南城市学院强化督导队伍建设，开创报告反馈健全、整改

复查有力、约谈问责严肃、激励帮扶有效的督导工作新局面。

2023 年，重新组建由学校督导团和二级学院督导组两级协

同、专兼结合共 49 人组成的督导队伍，实施基本条件、组成结

构、学习研究、示范引领、考核评价“五位一体”的督导队伍建

设标准。引导教学督导学习研究高等教育新政策、新理念，规定

每名督导每个学期上 1 次示范公开课，帮助 1 名以上青年教师提

高教学能力，联系 1 个以上班级进行学业指导、职业发展与就业

规划。

四项举措，创新督导工作机制

报告反馈制度健全。实施“一周一查一通报”和每月“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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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制度，督促教师加强课堂管控，提高教学效果;指导教师

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引导二级学院明确教学工作思路、

任务及要求。2021-2022 学年，发布《一周一查一通报》26 期、

《督导简报》10 期，反馈各类教学问题 280 余项。

整改复查制度有力。树立问题必整改、整改必到位的责任意

识，维护督导工作的严肃性。压实整改责任，对发现的有关教学

问题下达督办单，限期整改。健全复查制度，对整改不力、推诿

扯皮、不作为或没有完成整改任务的责任部门和个人在全校通

报。2021～2022 学年，下达督办单 6 张，取消 2 名教师年度考

核和课程考核评优。

约谈问责制度严肃。与个人有关事项，由直接领导和教学督

导约谈;与职能部门有关事项，由教学副校长或分管校领导约谈。

要求约谈严肃认真，讲究实际效果，明确整改措施，作出书面记

录，规定整改期限。2021-2022 学年，关于教学督查的各类约谈

共 40 余人次。推行问责制度，严格责任追究，2021-2022 学年，

处理各类教学事故 8 起。

激励帮扶制度有效。每年召开学校督导工作会议，表彰优秀

督导组和优秀督导。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有待改进的教师针对

性地进行帮扶。每年相关部门联动，共同主办“教师教育教学能

力提升”培训，帮助教师提高课程思政能力、教研教改能力、智

慧教学能力。

五督一体，提高督导工作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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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以本为本”“四个回归”，

强化“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践行党的领导引领人

才培养全过程、思政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五育并举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三全育人服务人才培养全过程，

将“督教”“督学”“督管”“督改”“督用”贯通教学督导

工作全过程，形成了“五督一体”的督导工作闭环体系和持续改

进机制。

督导成果作为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课程考核、年度考核、职

称评聘、评先评优和二级学院教学工作目标考核、评先评优评奖

等工作的重要依据。通过“督改”督促整改提高，实现督导工作

目标;通过“督用”注重督导成果的使用，提高督导工作权威。

(曾 革)

(原载《湖南日报》)

吉首大学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吉首大学本科教学督导团

2025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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