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2024 学年第一学期教学督导工作总结 

根据 2023-2024 学年第一学期教学督导工作计划，在主管教学万

勇副校长、质评中心、教务部等相关部门领导指导下，顺利开展教学

督导工作，并完成预定的工作任务。现将 2023-2024 学年第一学期主

要工作总结如下。 

一、学校加强对督导工作的指导 

2024 年 12 月 12 月 22 日下午，由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万勇主

持召开 2023 年度学校教学督导工作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有学校党委

常委委员；质评中心、教务部相关负责人；教师代表；学校督导组全

体成员；二级学院分管教学副院长；二级学院教学督导组全体成员；

质评中心、教务部相关工作人员等 120 多人。 

万勇副校长在会上指出，要进一步提升对教学督导重要性的认识，

将教学督导自觉落实到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打造具有广

油特色的质量文化和质量监控体系；要提升信心，充分认识教学督导

作为人才培养关键环节的重要意义；要在人员配备、工作机制和工作

绩效等方面主动作为，改善教学督导的地位；要加强改革，创造发挥

督导作用、凸显督导地位的体制和机制；要加强自身建设，建设一支

督导能力强、客观公正、善作善为的教学督导队伍，实现学校教育教

学督导工作的新进展。 

教务部副部长丁元柱从加强课堂教学管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强化课程思政建设，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充分发挥基层教学组织



作用，推动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等三个方面作讲话。质评中心主

任黄妍对教学督导工作成绩表示充分肯定，并提出将从加强教学督导

队伍建设、改革和创新教学督导方式、加强教学督导结果运用等三个

方面重点进行教学督导工作的改进和完善。 

学校教学督导组组长梁朝林教授从教学督导队伍建设、教学督导

听课情况等方面汇报了 2023 年度教学督导工作情况，并详细介绍了

课程思政、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组织、

教学效果等督导评课的质量评判标准。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杨艳、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陈梅芹、化学工程

学院孙晋、秦慧博等 4 位教师分别从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教学方法

等方面进行课堂教学经验分享，学校教学督导员分别进行了点评。会

后向学校《高等教育研究》推荐 5 篇关于课堂教学质量标准评价及如

何搞好课堂理论教学经验的论文。 

二、加强教学督导队伍建设 

（1）根据新时期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要求，今年 10 月份

增补校级教学督导组成员 9 人，现有 20 人；已做到学校所有学科专

业领域全覆盖。由原来的文科一组、理工一组、理工二组，扩展到五

个督导小组（一组卢显洋，吴肖林，张金英，闫亚平；二组李云鹤，

田红，廖晓文，方波；三组王寒露，孙同文，王慧，梁朝林；四组杨

鑫莉，丁慧贤，范芳，南景富；五组王守中，胡孝安，陈银清，李奕

兰），扩大听课督导工作面，进一步增强教学督导对我校教学工作的



促进作用。 

（2）认真组织学习中央《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以及教育部《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等相关教学督导工作的文件资料，学习兄弟院校教学督导工作方法和

先进经验；特别是利用这次增加新组员机会，组织学习《广东石油化

工学院教学督导工作规定（修订）》《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教学督导组工

作细则》，不断提高教学督导员政治责任感和教学督导能力，要求完

善督导理念、开展好督导工作、利用督导效果促进教学工作高质量发

展。 

（3）继续组织督导组员通过线上或线下参加教育部“全国高等教

育教学督导协作组”举办的各种研讨会，拓宽视野，了解教育教学改

革的趋势方向，特别是明瞭教学督导重要职责和重点内容，致力于教

学督导工作的创新研究和探索。 

（4）本学期召开了四次集中的督导工作会议，研讨督导工作计

划、督导工作情况集中交流、督导工作总结。另外原文科组、理工一

组、理工二组分别进行多次的小组内交流，共同做好督导评教工作。 

（5）由李云鹤老师对新增督导员进行两次的使用线上教学督导

评估系统培训，使他们掌握线上巡课和督导评教技能。 

三、加强教学督导，提高教学质量 

（1）本学期在重点督导青年教师和近期入职辅导员教师进行听

课评教基础上，重点检查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如何融入思政元素，既 



要培养学生专业理论、技能，又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三观。根据学校

明年审核评估工作要求，完善教学质量监督反馈闭环控制，经请示万

校、质评中心领导意见，本学期教学督导组重点工作之一是分成文科

组、理工一组、理工二组，有针对性与相应二级学院紧密联系，对

2020-2023 年省级、校级立项课程思政项目融入思政教学较好的课程

（教师）进行集中听课，组织他们根据案例教学总结开展教学的心得

体会，并进行教学改革经验交流，真正做到以点促面，全面提高教书

育人质量。为充分展示学校课程思政教改成绩、以及开展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经验。原计划本学期结束前将分三大组与相关二级学院进行一

次反馈交流会，后改为召开全校性的教学督导情况反馈会，一方面是

我们总结教学督导情况，另一方面由杨艳、陈梅芹、孙晋、秦惠博四

位课堂理论教学效果好的教师介绍他们的授课经验。本学期督导听课

评优教师名单：秦惠博、孙晋、陈梅芹、杨艳、黎海燕。其他的绝大

部分为良好等级，极少数是中等等级。每个被听课教师的听课评议表

都给与反馈，督促他们发杨优点，克服不足，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教学评价等级为优秀的老师，授课共同之处在于：教学态度认真，

授课目的明确，授课进度与授课计划同步；教学内容充实，教学资源

丰富，联系专业实际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反映学科前沿；熟练应用多

媒体（图版及绘图笔）辅助教学；PPT 图文并茂、字体字号合适、色

彩对比鲜明，板书规范简洁工整；教法灵活，突出重点难点，理论联

系实际，善于举例或设疑去启发思维和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富有吸引

力、说服力和感染力；以生为本体现课程思政、融入自然，激发学生



责任感和求知欲。 

存在不足的普遍问题有：教学内容不够熟悉，授课时面对电脑荧

屏，离不开讲台（甚至离不开电脑荧屏），不能面对学生自如自信地

讲解授课；教学资源不够丰富，甚至有的 PPT 是教材配套来的未经

授课者任何编辑直接授课；PPT 课件普遍存在字数过多、字号过小，

对比色反差小（在电脑显示没问题，但在教室屏幕上有些字根本难看

清）；授课过程中，照着 PPT 念文字，缺乏展开讲解，更缺乏适当

的案例辅助理解；授课过程中自讲自授，缺乏设疑提问互动，致使课

堂气氛沉闷，特别是有许多学生打瞌睡、玩手机时，授课老师不管不

提醒。除此之外，还有些个性问题，详见听课反馈表。 

（2）完成人事部委托的对 15 名申报中级职称（含转评教师职称

系列）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测评，完成考核及反馈任务。其中教育教

学能力测评为优的名单是李泊林、陈晓青、耿艳、温含五位教师。 

（3）对于 10 月 27 日才新增进入督导组的督导员，本学期主要

是熟悉线上督导听课和完成每人 10 次的督导听课记录任务。 

四、其它教学督导工作 

（1）开学初配合教务处、质评中心安排，参加学校组织的开学

第一周现场巡课检查工作；配合教务部开展期中教学检查工作以及期

末考试巡查工作，维护好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2）参加学校组织的新时期教学评估准备工作，做好教学质量

监督反馈闭环工作。 



（3）协助学校相关部门制定（修订）《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课堂

教学质量考评实施办法》、《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本科教学督导组工作

细则》、《教学督导分类评价指标体系》等有关评估准备材料。 

（4）协助质评中心做好 2023 年考试卷以及毕业论文（设计）抽

查评审工作。 

（5）根据教务部及质评中心要求，完善、利用好督导组网上教

学监控系统，随机巡查教学动态，做到能实时掌握对拟听课评教对象

授课动态的了解，做到能及时清楚知道被听课者的教学信息（姓名、

所在学院或专业、课程名称、授课班级及人数、授课时间与地点、授

课内容等等）。 

五、做好督导资料收集归档工作 

建立督导资料收集整理规定，落实做好本年度教学督导资料归档、

保管工作。 

六、有待完善的事宜 

（1）新增 9 名督导员后，督导组办公资源紧缺，需要在下年度

予以解决。 

（2）进入 AI+大数据时代，督导组面临两大挑战需要完善： 

①教学督导的专业化水平和工作模式如何转型升级？包括如何

适应新时代的数字化教育转型，加强业务培训，提高自身教学创新的

内涵理解和督导业务能力等。 



②如何聚焦信息化时代，加强对年轻教师的业务指导和专业化能

力培养？如何应对混合式教学，现代教育新技术的应用，督导组要如

何接受 AI+大数据时代的考验？ 

 

2024 年 1 月 8 日 

学校教学督导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