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 学年第二学期期中 
教学检查工作情况总结 

为了切实抓好教学常规管理，加强对全校教师各教学环

节的监督与检查，全面了解教学运行情况，认真总结教学工

作的良好经验，及时发现和改进教学中的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现将 2021-2022学年第二学期的期中检查情况总结如下。 

一、总体情况 

在各个教学单位和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完成了

2021-2022 学年第二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工作，本次教学检查

在 22 个教学单位开展，共计召开 49 场教师座谈会、44 场学

生座谈会和 58场教学研讨会。 

图 1 各教学单位召开教师、学生座谈会和教研会情况 



各教学单位积极组织开展学风建设检查，共开展了 423

个班级的检查工作，具体各教学单位学风检查班级数如图 2。

其中，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全校范围内组织完成开展了 159

个班次的检查工作，为教学工作的高质量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图 2 各教学单位学风检查班级数 

各教学单位学生评教总体情况良好，各学院共计评教课

程总门次为 6506 门次，参与评教的班级总数为 494 个，具

体情况如图 3。从评教总体情况来看，个别学院在学生听课

评课工作上重视度还不够，听课评课量相对偏低。 

 

 

 

7
14

23 24 21
9 6

159

18
10 9

24
18

33
24

8
16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电
子
与
信
息
学
院

机
电
学
院

计
算
机
科
学
学
院

汽
车
与
交
通
工
程
学
院

自
动
化
学
院

光
电
工
程
学
院

网
络
空
间
安
全
学
院

数
学
与
系
统
科
学
学
院

教
育
科
学
与
技
术
学
院

财
经
学
院

法
学
与
知
识
产
权
学
院

管
理
学
院

外
国
语
学
院

文
学
与
传
媒
学
院

美
术
学
院

音
乐
学
院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图 3 各学院学生评教班级数和课程数 

二、教学运行与师德师风情况 

各教学单位高度重视期中教学检查工作，成立了以学院

党委书记、院长为组长的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小组，制定了切

实可行的期中教学检查计划，从教学运行情况、毕业论文开

展情况、实践教学情况、教材使用情况和问题处理情况等五

个方面，对本单位教学运行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 

（一）教学运行方面。全校课堂教学整体运行情况良好，

教学秩序井然，大多数教师上课准备充分，教学大纲、教学



进度表、PPT 齐全，能够积极将新教学技术手段应用于课堂

教学中；能结合学校及学院的要求进行教学计划设计和教学

文件准备；教师教学态度认真，课堂氛围活跃。 

（二）毕业论文开展方面。毕业生毕业设计（论文）如

期正常开展，总体进度基本符合学校要求。 

（三）实践教学方面。大部分教学单位都能根据教学要

求灵活开展学生实践实训活动，实践教学活动丰富多样，比

如音乐学院本学期开展了大量校内艺术实践活动，老师们基

本都进行了教学音乐会，给学生提供了舞台表演的机会，乐

队、乐团排练有序进行，举办了微课大赛、互联网+创新创

业大赛等综合赛事，计划开展课本剧比赛、中华经典诵读比

赛、师范技能大赛等，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四）教材使用方面。各教学单位教材都能够按照学校

要求按时发放，没有出现拖延或者上课无教材的情况，马工

程教材审查严格，选用引进教材严格遵守国家出版物进口管

理有关规定，教师和学生使用教材都具有政治安全性、学科

先进性和教学适用性。 

（五）问题处理情况方面。各教学单位能够及时处理师

生反映的各种教学问题，每月反馈学生信息员针对课堂教学

和教学环境、教学设备等方面的问题。针对新进教师缺乏教

学经验和技巧，各教学单位及时制定了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此外各教学单位还积极开展师德师风学习、交流、研讨活动，

加强课程思政建设，持续开发课程思政案例，并鼓励教师们



积极申报课程思政项目，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

力。 

三、学生学习及学风建设情况 

各教学单位分管学生工作的领导带领辅导员、班主任、

院级教学督导以及教务员等深入课堂，重点检查班风、学风、

课堂出勤率、课堂纪律等情况。整体来看，绝大多数班级出

勤率较高，学生上课精神饱满，学习态度端正，遵守课堂纪

律，自觉完成教师布置的课后作业，班风学风良好。同时各

学院采用多渠道方法开展学生座谈、师生座谈等活动，动员

辅导员、班主任、课任教师多方面加强学风班风建设。各教

学单位针对因疫情原因未能到校的情况进行了及时多渠道

的帮扶，安排班委对所有课程进行拍摄，共享课堂，老师进

行线上指导等多种措施，制定切实可行的一对一帮扶方案，

保证他们及时跟上班级的学习进度。此外，各教学单位还积

极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对于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及时发现并

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必要时进行医学干预。 

四、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与教研活动开展情况 

各教学单位院召集各系系主任、专业负责人召开了多场

教学研讨会，积极申报教学改革项目，加强课程思政项目的

培育，围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课程设置进行

研讨，持续推进混合式教学改革，积极探索和完善人才培养

模式，促进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积极开展各项教研活动，

推动集体备课，推进教学改革、教学教法研究探讨和经验交



流，积极开展课堂观摩、优秀课程思政教学案例示范课、优

秀教案、优秀 PPT评比等针对性强、有现实意义的教研活动。

比如财经学院针对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研讨，根

据部分老师的建议，调整了一些课程的上课时间，金融市场

学从第三学期调到第五学期，证券基础知识、内部控制从第

二学期调整到第三学期，线性代数从第四学期提前到第二学

期。增加了智能财务模块，增设大数据财税分析课程、大商

科跨专业综合实训课程、财务共享综合实训课程等。在开展

课程思政过程，注重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要有自己

的想法。在教学过程，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把当前热点问题，

加入到课堂。同时把一些个人人生的心得体会，国家最新的

方针政策，结合税法，融合进入教学内容。鼓励学生读原文，

要求学生去体会原汁原味的内容，由于书本内容可能不是最

新的，在上课过程要求学生根据国内环境变化来学习，把习

总书记的一些思政内容与课堂教学内容有机地结合一起。 

五、主要教学环节质量监控情况 

各教学单位坚持问题导向，密切关注学生学习体验和学

习效果，积极开展领导干部听课、全员听课、督导听课、学

生信息员反馈等工作，多维度全方位加强对课堂教学、学生

学习过程等教学全过程的管理和监控。各教学单位积极组织

多场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座谈会，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和建议，

及时将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反馈给任课老师，并给出有针



对性的改进建议。同时还积极组织学生信息员座谈会，及时

收集、全面梳理学生教学信息员反馈信息，不断加强学生队

伍建设，充分发挥教学信息员在教学管理中的作用，对针对

反馈的问题及时落实。 

六、全校线上师生教学座谈会情况 

为全面了解学校教学状况，做好教学服务工作，加强本

科教学过程性监控与管理，确保学校教学的高质量运行，教

务处组织召开 4个分会场共计 8场线上师生座谈会。校级教

学督导、各教学单位教学副院长、各教学单位骨干教师代表、

各学院学生代表及教务处相关负责人共计 990余人参加了此

次座谈会。 

座谈会上，各单位教师代表结合自身教学实际，分享了

各自在课堂教学及教学管理过程中的经验和体会，大家针对

课堂教学、学生评教制度、毕业论文、实习实训以及教学设

备等方面提出了各自的困难和意见，并就进一步优化教学设

计、改善学风、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提出了相关建

议。各学生代表围绕专业学习、校园生活、实习就业、考试

时间安排、课室资源使用等方面发表了意见和建议。 

此次座谈会充分发挥了师生在教学管理过程中的参与

作用，畅通了师生交流渠道，同时为学校了解师生需求，加

强与师生沟通搭建了一个有效平台，对于提高我校的教学管

理服务水平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七、教学档案专项互查情况 

本学期档案专项互查工作由校级督导带队，分别带领各

教学单位互查组，开展了 24场覆盖全校四个校区 22 个教学

单位的互查工作。参与此次互查工作的各单位分管领导、校

级督导、院级督导、系主任、专业负责人等共计 203 人次。 

抽查并评阅各单位 2021-2022学年第一学期归档的 396门次

本科课程试卷；查阅 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 82份实践教 

学档案以及 27个专业实习（教育实习）材料；审阅 2022 届 

64 份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材料情况；查阅各教学单位

的教学质量保障材料。 

在此次专项互查工作中，大部分学院能积极组织系主任、

专业负责人和院级教学督导等，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互查工作，

并取得良好的成效。同时，也存在个别学院对互查工作不够

重视，组织工作不到位、材料准备不充分等情况。对存在问

题的教学单位，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整改，并落实好教学管理

与质量监控的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工作，确保学校整体

教学规范化管理水平和质量。 

八、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存在问题 

1.少部分教师存在教学手段不够多样，教学方法陈旧，

教学进度慢，声音不够洪亮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



学效果。也有部分教师只顾教书，不顾育人，对课程思政的

重视程度不够，还有个别教师的辅导答疑次数较少。  

2.少部分学生存在自律性差，学习主动性不足，作业较

为潦草，学习积极性不高等现象。 

3.仍有课本不适用现象，影响学习效果。同时，由于相

关图书不足，也使学生对辅导资料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4.部分学院学生评教率较低，根据学生反馈的意见为：

评教必须通过校园网进行，但大部分学生没有校园网的账号

（收费贵、网速超慢，学生不愿意开通），导致学生在评教

期间不能正常进行。 

5.部分单位教学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教学改革还需

要进一步深化，教学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教师对教学内

容和方法的研究和实践还不够，教学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 

6.部分教师课程思政融入能力欠缺，个别教师 PPT 制作

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7.在毕业论文工作中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如部分老师指

导的学生论文质量比较差，这里面主要分成两部分原因，一

个原因是学生无故不和指导老师联系，对老师的修改要求置

之不理，导致答辩论文质量差；另一个原因则是指导老师花

在指导上面的时间和精力都不足，导致学生得不到较及时和

到位的指导。 



8.部分教学设备老旧，教室多媒体设备、实验室电脑等

教学设备和软件等需要优化升级。 

9.学生对教室紧缺反映较大。部分专业课程作业图纸大，

比如室内制图、书法等作业，由于宿舍空间有限无法开展，

需要在教室课桌完成，但是教室桌子尺寸有限，无法集中时

间在教室完成，影响了作业质量和进展，同时也影响了授课

老师的课程教学计划。学生迫切要求能配置一些适合课程需

求的桌椅在相关课室。 

（二）改进措施 

1.继续加强学风建设，建立学风督查机制，完善制度建

设，加强学院领导、系部主任的听课、教师间互相听课制度，

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通过各种手段增

强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强化考勤力度。 

2.加大教改力度，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

鼓励教师大胆尝试各种新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发挥各系

以及专业负责人的作用，通过教学和科研相互促进，提高教

师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对少部分教学能力弱、水平不足，学

生意见较大的教师，进行监督和业务上的指导，帮助教师不

断成长进步。 

3.进一步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了解学生的诉求，及时

回应学生的诉求；了解教学信息员和学生的意见，及时把教

学信息员和学生的意见反馈给教师，督促教师不断改进教学

质量。  



4.继续深化专业改革、教学改革，进一步推进课堂教学

改革和课程思政建设，加强思政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进一

步加强课程思政的经验交流。通过系部教师之间的课程思政

经验交流，进一步提高教师对课程思政的重视程度，提高教

师开展课程思政的效果。鼓励教师大胆尝试各种教学手段，

根据课程特点，在实践中探索创新多样化教学模式；充分发

挥教研室以及学科带头人的作用，教学、科研相互促进；继

续支持各教学团队建设，紧紧围绕教学开展教学能力提升研

讨系列活动，不断提高课堂教学水平。 

5.增加师生沟通渠道，教师要及时了解学生的教学反馈

和学习需求，有针对性的改进教学方式方法，不断探索各种

教学新方法，加强师生互动。建立教师、班主任及各班班委

和班长的微信群，针对学生共性问题，展开多种主题班会活

动，加强师生关系，辅导和解决学生遇到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