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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连 科 技 学 院 教 学 评 价 办 公 室 通 知  
 

大科教评通〔2022〕36号 

 

 

 

关于对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 

期末教学检查的总结 

为提高教学质量，保障学校教学秩序，根据学校教学要求，教学评

价办公室发布了根据大科教评通〔2022〕30号《关于组织开展 2022-

2023学年第一学期期末教学检查的通知》，检查工作于 11月 28日至 

12月 16日（第 14周、第 15周、16周）进行，在学校的统一部署下，

各教学单位认真组织，精心安排，努力工作，圆满完成通知要求的期末

教学检查工作，现总结如下： 

一、期末考试秩序检查  

学校根据抗疫需要，防止疫情扩散，本学期采取线下教学和线上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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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策略，各单位检查组对本单位所负责课程期末考试情况进行线上巡视，

学校检查组对全校期末考试情况进行线上巡视。 

本学期期末，教务处共安排网上考场1229个，参加考试共35547人

次。总体来说，学校所有网络考场考试秩序井然，监考教师能提前30分

钟进入考场组织考场秩序、调试设备、确认学生考试身份并截图，全程

录像并做好考场纪律管理，监考中无教师不到和迟到现象。考生遵守线

上考试纪律，无缺考情况。 

1.监考教师都能提前到腾讯会议考场，严格履行职责，并为同学们

建造了一个公平、公正、安全的线上考试环境；同学们也做到了遵守考

试纪律，认真答题，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 

2. 监考教师在考试过程中能做到严格监督管理，无旷监考情况，

并严格履行监考职责。 

3. 各教学单位课程线上巡考均有安排，并统一组织阅卷。 

二、阅卷情况检查 

各教学单位组织认真，领导重视，广大教师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

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加班加点，大部分教师能在考试结束后的2周内

完成批阅并提交成绩，校检查组于对全校的教师阅卷过程进行集中巡查



- 3 -  

时，基本已全部完成批阅。全校教师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阅卷和登录

成绩，在总评成绩时，各位教师也加强了对平时成绩的规范和考核，将

课堂表现、课上讨论、课堂学习参与程度、自主学习水平等情况综合考

核，各教学单位都达到学校教务处规定的批卷标准。 

三、教研室记录检查 

教研室记录情况见表1。 

表1  教研室记录数据统计 

序号 教学单位 教研室数 教研室活动总次数 

1 机械工学程院 5 45 

2 交通与电气工程学院 9 90 

3 数字技术学院 9 90 

4 经济与管理学院 7 58 

5 外国语学院 3 49 

6 设计艺术学院 4 54 

7 基础学部 2 18 

8 体育部 2 16 

9 马克思主义学院 7 35 

10 创新创业学院 2 14 

合计  27 469 

 

对教研室活动记录检查分析发现： 

各教研室活动已经全面开展起来，活动的内容丰富，包括教学改革、



- 4 -  

经验交流、教材研讨、网络课研究、一流课建设、集体备课、课程思政

探讨研究、基本功大赛指导、工程认证研讨、实验室建设、科技团队建

设、设计大赛、教研科研、培养方案研究、贯彻制度等方面教学活动，

记录翔实、认真、并坚持至少每两周开展一次教研室活动，对教学质量

的提高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四、课内实验及集中实践课程 

本学期共有120门课内实验及集中实践课程。通过对本学期开设的

实践课程在学习通中已上传的电子教学材料的检查发现，期末阶段开设

的全部实践课程均能够保证正常教学需求，实验教学大纲、指导书、任

务书、教师工作手册齐全，实验报告按照课程考核标准批阅，工作量充

足；对14-16周正在进行的实践课程进行教学秩序走访听课检查，各课

程的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法比较得当，实践教师教学态度认真，实践

教学器材、实践材料准备齐全，认真组织实践课堂。学生学习态度端正，

出勤率高，规定时间内认真完成课程要求的实践教学任务。广大实践教

师指导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对学生指导不厌其烦，严谨求实，努力

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并能在教学中坚持课程思政。实践课程运行

情况正常，保障了实验效果。实践课程报告统计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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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实践课程报告统计 

教学单位 课程总门数 计划完成实验总次数 已完成次数 完成计划比例 

机械工程学院 20 45 45 100% 

交通与电气工程学院 48 134 134 100% 

数字技术学院 18 18 18 100% 

外国语学院 5 23 23 100% 

艺术设计学院 28 55 55 100% 

基础部 1 10 10 100% 

合计 120 285 285 100% 

 

五、作业批改情况 

所有课程按照学时分别布置了各种形式的作业，有线上、线下及线

上线下混合等多种形式。 

所有课程均严格按照课程的大纲要求向学生颁布了作业任务，并按

照大纲要求进行了阶段性测试或小测试，作业和小测试的方法比较多样，

有纸质版作业和测试，在超星上建立作业和测试题的方式。各学院在期

中教学检查的基础上要求对全部理论课程作业的批改情况检查并统计分

析，每门课程根据学时均至少布置作业2-4次以上，全校教师均能够严

格按照学校规定执行，并能做到全批全改、正确存档。本学期大部分课

程采取线上布置作业，电子版留档，环节和质量上不缩水，同时确保归

档资料的妥善保管。各教学单位理论课程完成作业统计，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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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理论课程作业统计 

教学单位 课程总门数 计划完成作业次数 已完成次数 完成计划比例 

机械工程学院 41 142 142 100% 

交通与电气工程学院 82 302 302 100% 

数字技术学院 56 311 311 100% 

经济与管理学院 54 162 162 100% 

外国语学院 50 319 319 100% 

设计艺术学院 34 152 152 100% 

基础部 6 50 50 1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9 36 36 100% 

创新创业学院 7 32 32 100% 

合计 339 1560 1560 100% 

 

六、教案检查 

全校教师均按照教学评价办公室的要求，认真完成教案课后记的撰

写。认真总结课堂教学出现的问题，积极提高教学质量，对存在的问题

进行反思总结。能够根据课程大纲的要求和目标，认真制定教学计划、

安排教学进度，并写入到教案中，内容详实、重难点突出。部分教师的

教案后记体现了一定的教学反思，比如更好的上课思路、方法，以及根

据学生对本节内容的掌握程度，调节下节课的进度等，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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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教案检查统计 

教学单位 课程教案总数 检查教案数 完成计划比例% 

机械工程学院 75 75 100% 

交通与电气工程学院 82 82 100% 

数字技术学院 74 74 100% 

经济与管理学院 63 63 100% 

外国语学院 78 78 100% 

设计艺术学院 34 34 100% 

基础教学部 22 22 1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51 51 100% 

体育部 18 18 100% 

创新创业学院 7 21 100% 

 

七、督导听课情况 

截止12月15日，教学委员会督导委员保质保量完成规定的听课任务，

本学期共听课584人次，在教学督导中，各位督导委员坚持 “督教相长” 

“督学相长”的原则，在教学督导工作的过程中学习先进的教学经验和

教学方法，增长才干，并以“督教学、导质量”为宗旨，督导结合，以

导为主，坚持服务教师，服务学生，服务课程，服务教学，助力我校教

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八、教学检查工作总结 

各教学单位在认真进行期末教学检查的基础上，分别从组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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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阶段、学期授课计划执行情况、教学管理与教学内容、教研活动记

录、实践教学、学生成果物、教师教案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对教

学的成绩和不足进行了认真的梳理，总结报告内容翔实、客观，问题分

析到位，整改措施明确，为今后教学整改提供了保障。但有个别单位对

检查不重视，检查总结流于形式，没有按学校教学检查文件要求进行检

查并总结，数据不全，总结不到位，给学校统计教学数据分析带来困难。 

九、不足与改进 

1．由于本学期教学周压缩，教研室活动的形式丰富性有所欠缺，

教研室活动内容多以具体教学工作安排为主。开展教研活动在内容和形

式上应该更加多样化，要不断总结经验，使教研活动水平不断提高，取

得更好的效果。 

2.在实践教学检查中发现，有些实验室设备严重不足，造成学生实

践中等待时间长，实践机会少，希望学校加大资金和设备投入，满足实

践教学需求，实现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3.部分学生作业提交不及时，作业完成质量不高，且有少数学生

未能按时完成作业。另外对学生不能按时完成作业和独立完成作业情况

督查不够，教师要加大督促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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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一步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新教师导师应起到重要

的模范、指导与帮助作用，帮助青年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及水平。 

5. 课程思政要结合课程，润物细无声，言传身教，做到以身作则，

优化现有课程设计，融入隐含思政基因的场景式教学案例，建立思政案

例库，创新教学方法，让课程思政入耳入脑入心。创新落实机制，进一

步构建课程思政体系。 

6.线上实践教学环节的部分内容无法实际操作，学生缺少动手实践

的过程，教师讲解缺乏直观性。导致部分学生对仿真任务不感兴趣，有

偷懒和抄袭的现象，且实践报告质量相对较差。若以后再出现实践课程

线上开展的情况，建议允许学生自行采购套件，以实物动手实践方式开

展课程，费用由任课教师以耗材报销方式统一上报。 

针对以上检查总结的优点，望各单位继续保持，对其中出现的问题，

望相关单位给与重视，持续改进；对于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教学评价办

公室将进行反馈，要求相关单位或个人进行整改，提高教学质量，以实

现我校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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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科技学院教学评价办公室 

2023年1月9日 
 

 

 

 

 
 

    大连科技学院教学评价办公室                 2023年1月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