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教学检查总结 

为深入了解本学期教学现状及质量，进一步提升教学整体水平，

按照学校要求，教学评价办公室发布了《大科教评通〔2024〕44 号

关于组织开展 2024-2025第一学期期末教学检查的通知》，并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5 年 1 月 17 日（第 18 周、第 19 周、20 周）开

展了期末教学检查工作，在学校统一部署下，各教学单位按照通知要

求，认真组织，精心安排，圆满完成期末教学检查工作，现总结如下。 

一、实践教学检查 

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具备职业技能的关键途径，有效的实践教学

检查可以确保这些活动达到预期教学目标，从而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

为其未来的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本学期 16-18周共开设 185 门课内

实验及集中实践课程，完成实验次数 772 课次。通过检查，各教学单

位实践教学总体呈如下特点： 

1.各教学单位展现了充分组织能力，专门成立检查指导小组，以

严格管理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细致审查了实践教学材料、教学秩

序、内容安排、教学方法以及最终教学效果，针对教学巡查和课堂听

课检查中的发现问题及时记录并迅速采取了解决措施。 

2.各教学单位大部分教师均能够按照学校要求，特别是部分学院

实验（实践）教学任务较重的教师，都能够按时上下课，并按照实践

教学计划要求按步骤、保质量地完成各阶段教学任务，实验教学大纲、

教案、指导书、任务书、教师工作手册等教学材料齐全、教学秩序良

好。认真对学生进行指导、分阶段检查学生的完成情况，按照课程考



核标准批阅实验报告，有批阅痕迹、有评语，保证了教学的顺利开展。 

3.各教学单位高度重视实践安全管理，通过加强教师安全教育、

维护设备正常运行、制定严格规章制度以及建立健全事故处理机制等，

防止设备损坏和人身安全事故发生，为学生提供安全、可靠的实践学

习环境。 

4.大部分学生学习态度认真，课前能自主学习熟悉实验（实践）

目的、原理及步骤，出勤率高，课堂纪律良好，能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自主探究与实践，大多数学生能及时认真地书写实验（实践）报告，

内容完整、项目齐全。 

各教学单位通过实际操作、实验、实训等教学环节，使学生能够

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提高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践课

程报告统计见表 1。 

表 1  实践课程实验报告统计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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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机械工程学院 9 23 23 100% 

2 交通与电气工程学院 75 182 182 100% 

3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40 221 221 100% 

4 经济管理学院 34 292 292 100% 

5 外国语学院 5 11 11 100% 

6 设计艺术学院 17 28 28 100% 

7 基础部 1 8 8 100% 

8 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 7 7 100% 

合计 185 772 772 100% 



二、期末考试秩序检查 

期末考试秩序检查有利于维护考试公平性、保障教学质量、促进

学生诚信意识、优化教学管理。本学期期末，教务处共安排考场 651

场考试，参加考试学生 18122 人次。学校检查组、各教学单位检查组

遵照教务处下达的考试安排，从取卷情况、监考指令、考卷情况、监

考教师情况、考场秩序、考生情况及送卷情况等方面对全校期末考试

情况进行了巡查。具体情况如下： 

1.考场地点安排无冲突,考试时间安排较合理,考试巡查无遗漏。 

2.各教学单位重视期末考试工作。监考前对监考教师进行了培训，

并安排院长、教学副院长、学院教学质量评价委员会、主考教师等组

成学院期末考试秩序检查小组进行巡考，收发试卷有专人负责，并统

一组织阅卷。 

3.考场秩序稳定，教师能按照监考要求严格履行职责，提前到岗

检查学生考试证件和考生周围环境，无早退现象，且监考指令填写完

整，所有试卷都正常收取，对缺考缓考均有记录。 

4.大部分学生遵守考试纪律，认真答题，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

纪良好。 

三、阅卷情况检查 

检查发现，各教学单位教师展现出了良好的敬业精神，能够依照

《大连科技学院教考分离管理办法》阅卷要求进行阅卷，批改方式统

一，并及时展开自查和互查，按质按量完成了试卷线上、线下批阅工

作。对于线上考试系统不熟悉的问题能够及时与技术人员进行咨询沟



通解决，大部分阅卷问题得以及时解决，超星考试系统出卷、考试阅

卷、存档工作开展顺利。 

四、学生成果物检查 

学生成果物检查对保障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综合能力提升、提高

教学效果以及维护学术诚信等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各教学

单位积极组织学生成果物检查。 

1.教研室主任对学生的作业、实习报告、作品等成果物进行了检

查，并将检查结果汇总、存档。各专业大部分学生的成果物能够高质

量完成并提交，个别学生的成果物质量有待提升。  

2.学院检查组成员对自己所负责抽查的教研室的对组织对学生

的作业、实验报告、项目报告、实习报告、作品等成果物进行了全面

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汇总、存档。 

五、教案检查 

各教学单位对 2024-2025学年第一学期开设课程的 858份教案进

行了检查。大部分任课教师能够根据教务处要求、课程大纲要求和目

标，认真制定教学计划、安排教学进度，并写入教案中，内容详实、

重难点突出。部分教师的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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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统计见表 2。 

 

 

 



表 2 教案检查统计 

序号 教学单位 课程教案总数 检查教案数 完成计划比例% 

1 机械工程学院 68 68 100% 

2 交通与电气工程学院 85 85 100% 

3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87 87 100% 

4 经济管理学院 43 43 100% 

5 外国语学院 84 84 100% 

6 设计艺术学院 109 109 100% 

7 基础部 75 75 100% 

8 体育部 50 50 100% 

9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6 136 100% 

10 创新创业学院 79 79 100% 

11 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2 42 100% 

合计 858 858 100% 

六、教研室记录检查 

教研室记录检查是教育质量管理系统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此次期末教学检查对教研室记录进行了重点检查，除个

别教研室记录存在后补现象外，总体情况良好。具体情况如下： 

1.各教学单位能够依照《大连科技学院教研室活动规则》要求，

组织教研室自查、学院检查组对下设教研室活动计划、活动内容、活

动总结的质量进行自查，并将检查结果汇总、存档。 

2.各教研室能够按照期初制定教研室活动计划进行教研室活动，

坚持教研室活动规范化。在实施教研室活动过程中，能够做到有课题，

有记录。 

 



 

 

 

 

 

 

图 1 部分优秀教研室活动记录展示 

3.教研室围绕本学期学校各时期教学工作、专业培养方案、专业

核心课程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教学改革、新老教师教学经验交流、

学生课堂管理等内容展开教研讨论，教研室活动记录由各专业教师轮

流认真记录、内容丰富、主题鲜明，效果较好。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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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计划比例% 

1 机械工程学院 4 34 100% 

2 交通与电气工程学院 10 101 100% 

3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0 100 100% 

4 经济管理学院 7 33 100% 

5 外国语学院 3 44 100% 

6 设计艺术学院 4 59 100% 

7 基础部 1 23 100% 

8 体育部 2 16 100% 

9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64 100% 

10 创新创业学院 2 10 100% 

11 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3 31 100% 

合计 54 515 100%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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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够按时批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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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超星平台线上作业和测试题的方式，教师对所布置作业批改较为认

真，作业均有批改痕迹，符合学校对作业批改要求；教师作业布置数

量较为合理，能有效训练学生对知识掌握情况，各教学单位理论课程

完成作业统计如表 4 所示。 

表 4 理论课程作业统计 

 

 

序号 教学单位 
课程 

总门数 

自查 

班次 

计划完成 

总次数 

完成计划 

次数 

完成 

比例% 

1 机械工程学院 45 152 254 254 100% 

2 交通电气学院 67 248 298 298 100% 

3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47 146 212 212 100% 

4 经济管理学院 58 90 152 152 100% 

5 外国语学院 49 240 328 337 100% 

6 设计艺术学院 53 120 272 272 100% 

7 基础部 8 242 62 62 100% 

8 马克思主义学院 9 9 36 36 100% 

9 创新创业学院 5 61 259 259 100% 

10 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28 43 245 245 100% 

合计 369 1351 2118 2118 100% 



八、听课任务完成情况检查 

截止 1 月 18日，督导委员会已全部完成听课任务，本学期听课

778 人次，占听课反馈记录 55.77%，教师过程性评分平均分为 88.52

分；校领导和中层干部（不包含督导委员）听课 157 人次，占反馈记

录 11.25%；院级督导听课 111 人次，占反馈记录 7.96%；教师互听

349人次，占反馈记录 25.02%。听课记录显示，教师正常到课率 100%，

教师教学质量整体状况较好。具体被听课教师分布分别如表 5—7 所

示。 

表 5 校领导和中层干部（不包含督导委员）听课教师分布 

   

 

 

 

 

表 6 院级督导听课教师分布表             表 7 教师互听情况 

 

 

 

 

 

选项 小计 比例 

机械工程学院 9 5.73% 

交通与电气工程学院 25 15.9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8 17.83% 

经济管理学院 21 13.38% 

设计艺术学院 17 10.83% 

外国语学院 19 12.1% 

基础部 10 6.37% 

马克思主义学院 19 12.1% 

体育部 4 2.55% 

创新创业学院 1 0.64% 

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 2.55% 

实验实训中心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57  

 

选项 小计 比例 

机械工程学院 10 9.01% 

交通与电气工程学院 15 13.5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 10.81% 

经济管理学院 22 19.82% 

设计艺术学院 0 0% 

外国语学院 36 32.43% 

马克思主义学院 15 13.51% 

创新创业学院 1 0.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1  

 

选项 小计 比例 

机械工程学院 24 6.88% 

交通与电气工程学院 97 27.79%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53 15.19% 

经济管理学院 35 10.03% 

设计艺术学院 26 7.45% 

外国语学院 58 16.62% 

马克思主义学院 44 12.61% 

体育部 5 1.43% 

创新创业学院 7 2.0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49  

 



九、教学检查工作总结 

各教学单位在完成期末教学检查的基础上，针对组织与检查实施

阶段、实践教学、期末教学秩序、阅卷情况、学生成果物、教案、教

研室活动记录以及听课任务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总结。他们认真评

估了教学的成效与不足，并进行了深入分析。总结报告详尽且客观，

问题诊断准确，整改措施明确，为未来教学改进和质量提升奠定了坚

实基础。 

十、不足与改进措施 

1.部分实践课程教学效果需要进一步提高。实践课程中，有的学

生态度不认真，有的同学在复习期末考试课程，个别学生实践课，出

现迟到和早退现象，实践教学成果质量不高，动手能力不强，需要进

一步加强管理。 

改进措施：教师需加大对实践课程内容的指导和对学生完成实训

内容的考核，对态度不认真的同学要重点关注；对于实践课程要进行

教学改革，加大对学生实践过程中的过程性考核。 

2.部分课程教案需要进一步提高。有的课程的课后记并没有客观、

真实地反映教学过程和效果。没有分析本次课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和深入剖析这些问题的原因。部分年轻教师对教学重点、难点理解不

是很准确，在教案中，教学过程没有体现，只是知识点的简单罗列。

课程思政体现不足。 

改进措施：学院可假期组织教授对教案撰写进行培训指导，要求

全院教师再次完善自己的教案，开学初学院将对所有教案进行检查，



对不合格的教案反馈给指导教师进行重新完善；督促教师按时写课后

记，定期随机抽查。 

3.课程作业设置有效性欠佳。课程作业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课

堂所学知识，所以在设置上需要结合课程性质以及课堂重点和难点进

行。检查作业时发现一些作业设置不能很好地锻炼学生有效进行课程

内容的理解，部分科目作业较为繁杂，无法体现学生的学习效果。 

改进措施：教师方面可以结合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进行作业设

置，同时作业设置可以采用分组进行，不同组别作业有所差异，避免

大范围作业繁杂、雷同等现象。 

4.新进青年教师培养仍需加强。部分新进教师存在教学经验不足、

教学方法单一、课堂管理困难、教学评价能力弱等问题，这些问题不

仅影响学校的整体教学质量，也对新进教师的自身成长产生一定的影

响。 

改进措施：建议学院加强组织新进教师观摩优秀教师的课堂教学，

开展教学方法和技巧的培训会，包括教学设计、课堂管理、教学评价

等方面的内容，通过案例分析、模拟教学等方式，让新进教师掌握有

效的教学方法。同时，建议为新进教师配备一位经验丰富的导师，导

师可以是教学经验丰富、业绩突出的老教师。导师在新进教师的成长

过程中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帮助他们解决教学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针对上述检查和总结所提出的优点与不足，望各教学单位保持与

发扬优点，即时关注与改进问题。教学评价办将全力支持教师和教学

单位在追求教学卓越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定期提供反馈，详细指出各



单位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改进的地方，相关单位或个人在接收到反馈后，

需按要求进行整改，以确保专业的持续发展、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