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3-2024 学年第一学期 

期中教学检查总结 

根据学校教学整体要求，教学评价办发布了大科教评〔2023〕

36 号《关于组织开展 2023-2024 学年第一学期期中教学检查的通

知》，在学校统一部署下，各教学单位认真组织， 精心安排，努力

工作，在全校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三周的教学检查（两周教学

单位自查、一周学校材料检查），圆满完成了本次期中教学检查工

作，现总结如下。 

一、教学秩序检查 

1.教师教学方面 

全体教师能够以身作则，自觉遵守学校规定，做到按时上下课，由

于特殊情况未能按时上课的老师，均能提前做好安排，完成调代课的工

作，做到不落下一节课，保证了课堂教学的正常秩序。课前，绝大部分

教师严格按照课表安排提前进入教室做好多媒体等设备的测试准备，确

保能够正常开展教学。课上，授课教师授课中言谈得体，举止文明，仪

表端庄，以身示范，教育和督促学生遵守课堂纪律，能够及时纠正学生

与学习无关的举动，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对违反课堂纪律的学生，

能及时进行批评教育；课堂教学效果较好，学生上课出勤较高。  

在课堂教学（理论课与实践课）方面，大部分教师均能够做到

积极备课，提前进课堂，按要求坚持“五带”，教学资料完整规范，

能够严格按照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进行合理安排教学内 



 

容，部分课程有拓展内容；每门课程都有详实的教学执行计划，大

部分老师能有效地控制教学进度，教学进度与教学日历基本相符，

并能够按照教学进度完成教案中的后记撰写。上课过程中，教师教

学态度认真，讲课精神状态饱满，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

能力，关注学生的学习效果，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重难点知识讲

解到位。教风良好，师生关系融洽，学生学风良好。保证了教学工

作的高质量完成。课堂上大部分老师能结合课程的特点，融入思政

教育，坚持“立德树人”。 

在实践教学中，指导教师们不仅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更注重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实

践）课程，让学生亲自动手操作，参与到实际工作中去，帮助学生

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同时，指导

教师们在实践教学中注重安全管理，提前对实验（实践）场地进行

检查，确保设备完好无损，并设置相应的安全警示标识。在实践过

程中，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操作指导，提醒学生注意安全事项，

并及时纠正不规范的操作行为。通过实验（实践）教学工作，学生

能够接触到一线专业岗位的实践知识，在实践中能够亲身感受到专

业知识的应用和实际工作的复杂性，并学习到了相关的技能和经验，

增强了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 

2.学生方面 

通过随机听课、走课发现，绝大多数学生都能按时出勤，除特 



 

殊情况持请假条请假、考研或因专业实训外，都能按时到课上课。

超过 80%的学生能做到“三带”（带教材、带学习笔记、带学习用

具）。学生学习态度比较端正，上课睡觉、玩手机等情况变少，能

够较好地配合教师，保持认真的听课状态，按照任课教师的安排进

行教学内容的学习，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通过对学生作业抽查情况来看，大部分学生能够认真完成老师

布置的各科作业，巩固课堂所学知识，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

保证自己的学习效果的同时反馈了教师的教学效果，促使教师能够

提升教学信心，并根据反馈不断调整教学，形成了教学的良性循环。 

二、教案与作业批改情况 

教学评价办公室于 11 月 20 日（周一）下午，分 3 个检查小组

对各教学单位本学期的教案和作业批改情况进行走访检查。在走访

检查过程中发现，教学单位高度重视，在全院范围内开展了期中教

学检查工作，并成立了 2023-2024 学年第一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小

组，根据教研室实际情况，制定了教研室期中教学检查工作计划，

提前组织教研室自查、互查，按要求以纸质版、电子版方式准备了

检查材料。大部分学院教案质量较高，排版整齐，教学设计合理。

根据专业和课程性质特点，各教学单位能够合理安排教学进程中对

应的时间、教学流程、教学活动内容、教具和教学方法板块，教学

流程和内容清晰、安排合理，大多数老师教学后记真实且具有针对

性。 



 

 

 

 

 

 

 

 

 

 

优秀案例展示 

 

本学期开课的全部课程均能够根据课程学时布置各种形式的作

业，有线上、线下及线上线下混合等多种形式。教师对所布置作业

批改认真，注重激励性的评价，作业均有批改痕迹，符合学校对作

业批改要求；作业布置数量较为合理，能有效地巩固学生对知识掌

握情况；对作业完成较差、掌握不理想的同学，教师均做打回处理，

让学生及时订正错误，重新提交；对提交作业晚的同学，均进行督

促提醒。 理论课程作业数据统计见表 1。 

 

 

 



 

表 1   理论课程作业数据统计 

 

 

三、课内实验与集中实践课程 

经检查，任课教师能够合理安排实验计划，课内实验与集中实

践课程均能够按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开设，指导书、任务书齐全

且详细。在大纲和考核方案中均能按规定制订考核标准，成绩按照

考核标准进行核算。已经结束的课内实验及集中实践课程，任课教

师能够认真的填写实验记录，按时完成实验报告的批改，并完成了

资料的归档工作。实践课程实验报告统计见表 2。 

 

 

序号 教学单位 课程总门数 计划完成总次数 完成计划次数 完成比例% 

1 机械工程学院 29 202 119 59% 

2 交通与电气工程学院 82 210 166 79% 

3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79 401 195 48.60% 

4 经济管理学院 59 177 171 96.61% 

5 外国语学院 42 525 275 52% 

6 设计艺术学院 45 18 18 100% 

7 基础部 6 45 30 67 

8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24 24 100% 

9 创新创业学院 3 8 5 62.5% 

合计  353 1610 1003 62% 



表 2  实践课程实验报告统计 

 

四、学生座谈会 

大部分教学单位重视学生座谈会，把学生座谈会作为学校和学

生沟通连接的纽带和桥梁，通过学生座谈会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动态

以及学生对学校、老师、课程和教学服务的要求。 

各教学单位共召开学生座谈会 46 次，收集整理学生有效信息

332 条，主要包含教学管理、教学保障、教学运行教师授课评价、学

生服务、课程设置、毕业导向、专业教育、体育活动、图书馆管理

和考研等方面的问题，此次学生座谈会具有以下特点： 

1. 每个教学单位的座谈会都以教研室为单位展开，覆盖各年级、

各专业，具有针对性和专业性，适合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特点。 

2. 学生参与度高，爱校意识强，敢说真话，认真地跟老师交流

了自开学以来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及对学校建设提出建议。 

3. 座谈会形式多样，更全面、更及时地掌握学生在校学习生活

诉求。如交通与电气工程学院开展了“师（辅导员老师）-师（专任

教师）”交流，组织辅导员教师与专任教师召开了“期中课堂情况

序

号 
教学单位 课程总门数 计划实验总次数 已完成次数 完成计划比例% 

1 机械工程学院 16 54 29 54% 

2 交通与电气工程学院 16 35 27 77% 

3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37 45 21 46.70% 

4 外国语学院 7 23 18  78% 

5 设计艺术学院 21 6 6 100% 

6 基础部 1 16 10 62.5% 

合

计 
 98 179 111 62% 



反馈交流会”，2021 级、2022 级各级队辅导员老师、专任教师和各

专业学生代表参加了交流会。 

 

 

 

 

 

 

 

 

 

4. 老师在座谈会现场都能对学生在学习、生活的各种困难和问

题及时解答并提出相应建议，后期教学和服务中也将针对这些问题

积极探索与实践，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提出解决方案，真正把学

生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落实到位，各学院专业座谈会具体情况见表 3。 

表 3 学生座谈会数据统计 

序号 教学单位 座谈会次数 座谈会学生人数 参加教师人数 反映问题条数 

1 机械工程学院 8 121 27 28 

2 交通与电气工程学院 9 256 42 74 

3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6 378 49 125 

4 外国语学院 7 23 18  78 

5 设计艺术学院 4 78 18 11 

6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146 11 23 

7 基础部 2 915 18 16 

合计  52 1917 183 355 



 

 

五、教学单位特色与优势 

在本次期中教学检查中，教学评价办公室联合教务处进行了为

期两周的日常巡课、听课工作，并对各教学单位的期中教学检查工

作及作业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通过检查发现，各个学院认真负责，

每个学院都以自己的方式，展示了他们在教学质量提升方面的努力

和特色。 

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度的教学内容脱颖而

出，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理论素养。他们通过开展

讨论课、特色作业等活动，激发学生的思考和表达能力，使他们能

够深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他们不仅注重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教学，还鼓励学生将理论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培养他们的

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交通与电气工程学院开展了“建优课，塑名师”教案评比活动。

活动选出的优秀教案获奖教师为全院教师进行了经验分享，此次活

动为教师搭建起一个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有利于大家在取长补短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教案编写水平。同时，开展了 2023-2024 学年

第一学期 “名师引领，助力成长”青年教师系列磨课活动，磨课活

动首席导师由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获得者张铭真老师

担任。通过系列磨课活动，使青年教师得到快速成长。 

 

 



 

 

  

 

 

 

 

 

 

机械工程学院则以其实践性和创新性的教学理念作为其教学特

色，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通过各种实验和实践作业，

使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同时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通过多元化教学方式，真正做到教学目的明确、重点难点突出，新

课导入、课程设计、应用练习、小节、课后小结等环节层层相扣，

极大地提高了课堂效率和学生学习积极性。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则以其深度和广度的课程内容以及强大的

师资力量展现了其优秀的教学质量。他们不仅教授学生基本的计算

机知识和技能，还通过各种科研项目和实践操作，使学生能够深入

理解并掌握信息技术的精髓。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

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参加各类编程竞赛和创新项目，提供相关实验

设备支持，让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项目中。 

经济管理学院则以其实践性和应用性的教学理念赢得了学生的

认可。他们不仅教授学生基本的经济和管理知识，还通过各种实际

案例和实践操作，使学生能够真正掌握并运用这些知识；在课堂教

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组织学生参加商业

模拟演练和实践项目，让学生能够在真实的经济环境中学习和实践，

培养学生的管理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外国语学院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他们开设

了多种外语课程，并组织学生参加口语比赛和国际交流活动，提高

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培养他们的国际视野。同时，组织召开本学

期教学分享交流会，不断探索教学模式，不断提高课程的高阶性、

创新性、挑战性。 

设计艺术学院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审美能力。他

们开设了绘画、雕塑、设计等课程，组织学生参观艺术展览和参与

设计比赛，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创作能力。 

基础部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学习方法。他们提



供优质的数学、物理等基础课程，帮助学生打好学科基础，并提供

学习指导和辅导，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 

体育部则以其健康活力和实践性的教学理念赢得了学生的喜爱。

他们不仅提供给学生基本的体育知识和技能，还通过各种运动项目

和实践操作，使学生能够真正掌握并运用体育运动技能。 

创新创业学院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为核心目标，

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包括课堂教学、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团

队讨论等，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在此次期中教学检查过程中，各教学单位涌现出深受学生喜爱

和欢迎的教师，他们在教学工作中认真负责、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为广大教师树立了榜样，他们是： 

马克思主义学院：金瑛  郑旭 

机械工程学院：王亮  朱洪军 

交通与电气工程学院：陈梦璐  刘畅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陶晓霞  王璨 

经济管理学院：马可心  张岩 

外国语学院：王月  仝丹 

设计艺术学院：王景双  孙鹏 

基础部：苏丽  唐茂勇 

创新创业学院：宋欣欣  刘旭 

体育部：王超  王晓菲 

 



 

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1．虽然绝大部分学生都能保证出勤、遵守课堂纪律。但是个别

学生课堂学习状态欠佳，课上打瞌睡、注意力不集中。课堂上的

“前排就座率”不够理想。 

2．个别老师上课过度依赖 PPT，且 PPT 课件文字过多，缺乏

逻辑性，且授课语音语调较平缓，难以集中学生注意力。部分青年

教师教学能力、课堂组织和管理能力有待提高，未能够走下讲台，

与学生深入交互。部分学院教师对于学生作业的评分标准模糊，不

够详尽，成绩分布不均匀，且对平时作业的批改痕迹较少, 只标记了

分数，未能有针对性地撰写评语给予详细说明，有待改进。 

3．在教案检查中发现，部分教师对课程思政理解不到位，教案

缺少课程思政的具体内容，且课程思政的相关内容较为机械，未能

够灵活地与专业相结合，存在“为了思政而思政”的情况。 

4. 部分多媒体教室、投影仪、语音室设备仍存在问题，影响教

学效果。例如，部分多媒体教室和语音室，连接大容量移动硬盘时

因为供电不足而无反应。很多教室电脑中的播放器版本过低或者功

能不全，无法播放教学视频或光盘。有些教室布置不合理，如讲桌

位于投影屏幕正前方，教师站在讲台上讲课就会挡住屏幕，不站在

讲台上会影响教师的整体授课效果。 

5．部分教室门、桌椅等基础设施存在损坏，教室垃圾未及时清



理，导致学生上课难以正常进行。  

（二）改进措施 

1. 进一步强化学风建设。辅导员、任课老师与学生信息员形成

联动，任课教师和学生信息员及时向辅导员反馈学生课堂状态，与

辅导员共同协商如何加强课堂管理，有效杜绝上课睡觉、说话等现

象，提高前排就坐率。开展优良学风班及学风建设先进个人评比活

动，树立学风典型，大力宣传和表彰学风建设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

典型事例，以典型带学风。大力宣传和表彰先进典型，有效地激发

学生学习的进取心，倡导优良学风。 

2. 以教研室为单位，利用教研活动时间，开展教研室教学活动

与集体备课，探讨相关课程教学内容的更新与改进，推进课程团队

建设，教师共同探讨课程教学及考核的相关改革，定期检查教师批

改作业进度和批改作业情况。积极形成以老带新，结对帮扶，帮助

青年教师打磨课程，不断加强其教学能力、组织与管理能力。 

3. 各教学单位要不断强调课程思政在教案中的体现，可以通过

组织会议，进行“课程思政”探讨活动、优秀教案分享交流活动，

通过探讨与分享活动，引发教师对课程思政设计和实施的思考，在

教案中体现课程思政的具体实施方法等。  

4.各教学相关部门，如数据中心、后勤部门应定期对影响教学

的教学设施设备进行检修，在问题发生之前或发生后尽早解决，避

免影响教学的正常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