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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评价中心 2015 年工作要点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和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精神，按照《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

干意见》（教高〔2012〕4 号）和《教育部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

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教高〔2013〕10 号）要求，进一步加强日常教学过

程督导和教学质量监控，切实做好教学专项评价和教学信息反馈工作，促

进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二、主要工作 

1、加强日常教学工作督导和教学质量监控。重点是“教学三期”和节假

日前后阶段的教学运行检查。对各教学单位开展教学巡视检查，了解教学

运行以及教学管理等情况；深入课堂随机听课，重点是青年教师的课堂教

学督导，参与各教学单位组织的示范课教学和教学研究活动，抽查各教学

单位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开展情况；围绕后期教学工作进行督查，重点是教

师教学任务完成情况和期末考试运行情况，努力营造良好的教风和学风，

确保学校教学秩序稳定运行。 

2、做好教学专项检查与评价工作。重点抽查部分通识必修课的课堂教

学质量，医学类部分专业 2014 年考试课程试卷的管理规范、评阅过程等方

面的评价，2015 届部分毕业论文抽查，进一步促进主要教学环节的持续 

改进。 

3、加强教学信息收集与反馈工作。重点是做好学生教学信息团和学生

网上评教的工作。按照《湖北民族学院教学信息收集与反馈管理办法》，切

实加强教学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反馈，并及时编印《教学督评信息》。 



4、全面推进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认真组织《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

学工作审核评估方案》的学习培训，对照审核要点督促各教学单位加强教

学建设，完善教学档案，配合有关部门建好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组织编

写并适时发布学校《2014 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充分发挥年度质量报告

对教学质量的评价、反馈和导向作用，为迎接审核评估做好充分的准备。 

5、进一步健全校院两级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按照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

要求，调整充实学校教学专家委员会和教学督导组成员，进一步完善工作

机制，做好教学专家委员会和教学督导组的日常工作，切实发挥各类教学

专家在教学工作研究、咨询、评价、督导和监控中的重要作用。 

6、组织开展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试点工作。构建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探索结果的有效运用，进一步激发广大教师投身教学、研究教学、勇于改

革的热情，不断提高广大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 

7、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师德师风建设和教学能力建设。积极参与各教学

单位新进教学人员的教学能力考核与评价工作，配合教务处开展“青年优质

课奖”的评选，协助研究生处做好研究生课堂教学的日常教学检查与巡视 

工作。 

8、加强教学质量评价中心的自身建设。扩大对外交流，注重学习培训，

不断总结并研究教学督评与监控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办法，创新

工作思路，努力完善学校教学质量评价工作机制，不断提高教学督导、监

控与评价工作水平。 

9、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作风

建设，弘扬无私奉献、爱岗敬业的精神，厉行勤俭节约，扎实推进反腐倡

廉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2015 年春季学期教学督导员联系教学单位的安排 

 

按照《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

号）和《湖北民族学院教学督导工作条例》（鄂民院办发〔2013〕15 号）

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强校内日常教学过程督导和监控，充分发挥教学

督导员的作用。根据学校督导工作总体安排，结合教学质量评价中心工作

实际和各位督导员的学科背景及从事专业情况，现将 2015 年春季学期学校

教学督导员负责所联系的教学单位安排如下： 

  

督导员 联 系  教 学 单 位 

郭万明 文学与传媒学院    艺术学院 

孙永发 理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杨正堂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袁昌锦 医学院    临床医学院   外国语学院 

焦达操 中医药学院   预科教育学院    职业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

冯国宣 经济与管理学院   体育学院    林学园艺学院     

胡魁荣 马克思主义学院    法学院   民族研究院 

 



2015 年春季学期第 1 周教学巡查情况简报 

 

为了解和掌握 2015 年春季开学初期教学情况，及时发现并解决教学与

教学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教学工作正常运行。学校教学质量评价

中心、教学督导组于开学第 1 周对各二级学院的教学运行诸过程进行了巡

查和随堂听课，现汇总如下： 

一．开学第一周整体教学秩序运行情况 

1．开学前各项工作准备充分。3 月 7 日上午，学校召开教学工作会议，

安排部署 2015 年主要教学工作，进一步强调抓实常规教学管理、加强教学

基层组织建设、强化教学管理队伍建设、进一步规范学籍管理、加强实验

室建设、建立教学激励机制等。围绕“改革、教风、迎评”三项重点，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狠抓教风和学风建设，以审核评估为抓手，全面推进各项教

学建设。3 月 8 日上午，学校召开全校新学期工作大会，对 2015 年全校主

要工作进行了安排布置，进一步强调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3 月 8 日下午，

各二级学院分别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两次会议精神。教学管理人员进一步

落实教学安排，核对课表发放，教材领取，对多媒体、桌椅等教学设备设

施和水电、卫生情况进行检查，保证了开学的正常运转。 

2．深入教学第一线，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本学期开学

第一天，学校领导、教务处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各二级学院党政领导

均深入到教学第一线听课、座谈、调研，对学生出勤率、教师到岗情况、

课程安排、教室使用情况、教学设备维护以及师生的精神面貌等方面进行

了全面了解。当日下午召开了教学检查情况反馈会，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

积极的处理。各二级学院也安排领导、专业负责人和部分教师随堂听课，

及时掌握开学第一天的教学状况。 



3．加大教学巡视力度，注重教学常规检查。开学第 1 周，各二级学院

领导、教学管理人员以及学工管理人员明显加大了课堂常规教学检查力度，

巡查频率增加。任课教师和学生准时到堂率很高，教学安排严密细致，教

学相关问题处理及时，管理措施得力、效果明显。 

二. 教学督导组巡视检查与随堂听课情况  

1．协助二级学院做好开学教学工作的全方位督查。按照教学质量评价

中心的总体安排，教学督导组成员在开学第一天第一节课前 30 分钟均到达

各自联系的二级学院，对学生、教师、教学管理人员到位情况、课表核对

发放、教学检查安排、教材领取、教学设备设施情况、教学楼栋环境卫生

等有关教学状态进行巡视，同时参与随堂听课，及时召开教学督导组成员

碰头会，收集汇总开学第一天教学运行情况，并在全校教学检查反馈会上

作了汇报。 

2．以青年教师为对象，以课堂理论教学为重点开展随堂听课。第 1 周，

教学督导组在对各二级学院教学运行情况进行巡视的基础上，分组对教师

的课堂理论教学进行了随堂听课。涉及理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临

床医学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林学与园艺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法

学院、中医药学院、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 10 个学院的 12 名教师。

从听课的情况来看，大部分任课教师上课准备充分，教学文件齐备，精神

饱满，教学内容熟悉，教学组织严密，学生课堂出勤率较高，课堂秩序井

然，教学效果良好，学生反响较好。如文学与传媒学院徐定辉教授授课认

真，讲述生动，PPT 课件制作精美，学生上课积极性很高；临床医学院青

年教师向希准备充分，多媒体课件图文并茂，思路清晰，注重与学生互动

交流；刚刚走上讲台的理学院青年教师魏倩，课堂组织严密，教态端庄，



语词清晰，普通话纯正，教学效果较好；艺术学院兰宏建老师的技能课教

学精神饱满，治学严谨，内容丰富，辅导仔细，师生互动积极。 

3．及时反馈课堂听课评价意见，肯定优势，提出改进建议。教学督导

组听课后，及时与授课教师面对面交流，从课堂教学组织、教学方法、讲

授层次、语言表达、PPT 课件和板书等方面肯定其成功之处，对教学中存

在的不足方面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并先后给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化

学与环境工程学院领导反馈被听课教师课堂教学情况，便于他们掌握情况，

帮助其在教学上尽快成熟。 

三.  存在的不足和隐患 

1．少数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能力尚显不足 

（1）对教材消化不够，有照本宣科的现象，唯恐遗漏，面面俱到，导

致重点不突出，层次不清晰。 

（2）教学方式方法单一，缺乏与学生双向交流或根本不交流，课堂气

氛较沉闷，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3）课堂讲授语言表达不理想，如语速偏快，含糊不清，语气平淡，

激情不足，说理不充分等，尤以理工科的教师比较突出。 

2．不能合理有效地运用 PPT 课件 

（1）部分 PPT 课件文字内容偏多，字体偏小，色彩对比度不明显，课

件上序号不规范，层次与逻辑关系不够明细。 

（2）部分 PPT 课件设计不尽合理，僵硬、缺乏动感，教师则过多依赖

课件，几乎是照屏宣科，少有板书或根本无板书，有板书则随意性较大。 

（3）有的教室多媒体设备老化严重，投射效果太差，后排学生无法看

清楚；个别教室多媒体临上课时出故障，课件打不开，影响教学进度。 



3．教学准备不够充分，疏于课堂管理  

（1）教学督导组在听课中发现，仍有少数青年教师教学文件准备不齐

全，讲课全依靠课件。 

（2）少部分教师不重视课堂教学组织，对学生考勤没有提出明确要求，

学生缺勤、迟到现象仍然存在。 

（3）少数教师课堂教学不关注自己的教学对象，对学生在上课时的讲

小话、睡觉、玩手机等现象视而不见，课堂管理意识不强。  

4．教学事故隐患依然存在  

（1）第 1 周少数二级学院课表安排后与教师沟通不够畅通，导致有教

师到堂，而教室无学生（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或学生按时到堂，而教师

却未按课表准时上课（医学院和临床医学院），教务处和教学督导组都分别

巡查到类似问题。 

（2）部分二级学院教学科因各种原因，晚上和星期六、星期天仍安排

有教学任务，教学监管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 

四. 几点建议 

1．建议各二级学院充分利用已成立的教学建设与督导委员会，进一步

加强对本单位教学工作情况督查，长抓不懈，持之以恒。发现问题及时处

置，保证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转。 

2．建议各二级学院要高度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采取有效措施，加

强对新进教师和青年教师教学检查与指导，进一步落实“导师制”，促进课堂

教学质量提升。 

3．建议各二级学院充分利用现有教学资源，合理安排教室，减少教学

设备的闲置。 



4．建议各二级学院进一步加强教风、学风建设，规范教师职业道德行

为，严肃教学纪律，消除教学事故隐患。抓好课堂学生考勤，严格学生学

习成绩和学籍管理。 

5．建议教务处作出统一规定，需晚上上课的，只排 2 节课，以确保课

堂教学质量。 

                                    

 

教学督导组 

 2015 年 3 月 18 日 



2014 年秋季学期学生网上评教情况简报 

 

学生评教是教学质量监控的重要环节，也是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

质量的重要依据。为进一步加强教与学的沟通，了解学生对任课教师在教

学中的意见与建议，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提高教学效果，教学质量评价中

心于 2014 年 12 月 8 日～2015 年 1 月 8 日开展了 2014 年秋季学期全校学生

网上评教工作，并对评教的总体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其结果见“2014 年秋

季学期学生网上评教情况统计表”，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学生评教参与情况 

各二级学院、教学信息员对学生网上评教工作进行了认真的宣传动员，

及时提醒并督促学生积极参加网上评教。据统计，2014 年秋季学期学生应

参评 149241 人次，实际参评达 142968 人次，平均参评率达到 97.14%。 

二、参评课程评分情况 

全校 16 个二级学院的学生对 816 位授课教师承担的 2133 门次课程进

行了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统计表明，课堂教学评分均在 70 分以上，其中，

在 90-100 分的课程有 1493 门次，占 70.00%；评分在 80-90 分的课程有 633

门次，占 29.67%；评分在 70-80 分的课程有 7 门次，占 0.33 %。 

三、参评教师得分情况 

2014 年秋季学期，学生对 816 位授课教师进行了课堂教学质量的网上

评价。统计结果显示，教师授课得分（讲授多门次课程的按平均分统计）

均在 70 分以上，其中，在 90-100 分的有 599 人，占 73.41%；授课得分在

80-90 分的有 216 人，占 26.47%；授课得分在 70-80 分的有 1 人，占 0.12%。 
 

 



2014 年秋季学期学生网上评教情况统计表 

学生参与情况 参评课程情况 参评教师情况 

参评课程得分情况 参评教师得分情况 二级学院 应参评

人次 

已参评 

人次 

参评率

（%） 

已评 

门次 ［90，

100］ 
[80，90） [70，80） [60，70）

已评

教师

人数
［90，

100］ 
[80，90） [70，80） 

[60，

70） 

文学与传媒学院 12939 12511 96.69 130 99 31 0 0 62 51 11 0 0 

理学院 9571 9066 94.72 117 91 26 0 0 59 47 12 0 0 

信息工程学院 13564 12634 93.14 147 108 37 2 0 67 52 15 0 0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6350 6096 96.00 112 85 26 1 0 42 34 8 0 0 

医学院 16782 16118 96.04 171 114 57 0 0 95 67 28 0 0 

经济与管理学院 13596 12393 91.15 148 64 84 0 0 52 23 29 0 0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5478 5232 95.51 89 59 30 0 0 49 31 18 0 0 

外国语学院 15735 15367 97.66 275 204 70 1 0 91 65 26 0 0 

体育学院 12139 11896 98.00 348 249 98 1 0 64 56 8 0 0 

艺术学院 7801 7244 92.86 249 212 35 2 0 72 63 8 1 0 

法学院 10494 10118 96.42 112 63 49 0 0 52 32 20 0 0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401 14062 97.65 109 62 47 0 0 42 28 14 0 0 

预科教育学院 2124 2116 99.62 18 18 0 0 0 9 9 0 0 0 

民族研究院 4236 4168 98.39 32 15 17 0 0 10 4 6 0 0 

林学园艺学院 1636 1590 97.19 44 25 19 0 0 26 18 8 0 0 

中医药学院 2395 2357 98.41 32 25 7 0 0 24 19 5 0 0 

合  计 149241 142968 97.14 2133 1493 633 7 0 816 599 216 1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