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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督促教 以导提质

——2024-2025 学年第二学期本科教学督导工作中发现的问

题及对策建议

本学期开学以来，学校常规督导与专项督查同步开展，

在工作实践中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督导建议。

一、督导日常反馈的问题

1.授课内容陈旧：部分课程内容多年未更新，未融入学

科前沿知识，案例比较陈旧（有的还是 20 年前的案例），知

识及案例的时效性差；个别教师对知识的讲解浮于表面，对

复杂模型只阐述基本概念，不深入推导原理，学生难以透彻

理解知识。

2.缺乏深度：部分教师在讲解知识点时，内容较为浅显，

缺乏深度和系统性；一些课程虽然引入了案例和视频，但仅

让同学讨论或回答，教师对案例的分析不够深入，没有充分

挖掘案例背后的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价值。

3.传统讲授为主：部分课堂还是以教师讲授为主，“满



堂灌” 现象普遍；没有充分利用 AI 工具和“学习通”开展

教学活动；不少督导认为智慧教室的功能均未得到良好利用。

学生缺乏直观体验，学习兴趣低下。

4.教学环节时间分配不合理：实训课实操比例不足，部

分课程存在讲解过长、实践环节压缩等现象；乒乓球课在结

束前 20 分钟提前组织校园跑，导致实际教学时间不足。

5.实验课缺乏有效管理：食品实验课程中，基本是一个

班有两个老师上课，上课前的讲授环节合在一起进行，但另

一个老师未协助讲课老师示范实验或管控课堂，教学效果有

待提升；在实验环节，部分时间学生需要等待结果，如高温

消毒、蒸煮时间较长时，老师未利用此时间继续展开教学或

普及相关专业知识，导致课堂上出现大部分学生玩手机的情

况。

6.互动频率低、质量差：整堂课教师提问次数寥寥，学

生主动发言机会少，课堂氛围沉闷；部分课程中，学生主动

提问和参与讨论的机会不多；部分教师在课堂上缺乏走动教

学，与后排学生无互动；部分教师提问“是不是”“对不对”

等封闭式问题，缺乏启发式提问与思维引导，无法激发学生

深入思考，且对学生回答反馈不及时、不全面，无法激发学

生积极性。

7.课堂纪律松散、疏于组织：部分课堂存在学生迟到、

带早餐、课程中间频繁进出教室，教师没有进行管理和强调；



个别班级的学生签到人数与实际到课的人数不一致，个别班

级缺课人数较多，特别是晚上的个别选修课缺课率约达 50%

左右；个别老师没要求学生手机入袋；玩手机、带耳机现象

严重，教师未及时制止纠正。思政课程大课室课堂上，后排

学生聊天、睡觉情况普遍，教师未进行管理，影响课堂整体

教学效果。实训课不收手机的情况普遍存在。前排就坐率低，

学生的座位比较分散；个别老师全程背对着学生讲课，和学

生交流少；数学类课程没有布置习题，没能及时掌握学生的

理解程度。

8.教师课前准备不充分：有的老师课件文字多，字体小，

颜色设置不合理；有的基本是把书中的文字直接粘贴进去，

没有总结归纳；部分教师在使用教学设备时不够熟练，影响

了教学的流畅性，例如：一些教师在播放视频或切换课件时

出现操作失误，浪费了课堂时间；有些老师教学目标设定不

明确，无法清晰地向学生传达本节课的学习方向；有些老师

对教学内容不够熟悉，导致在课堂上出现讲解错误、遗漏知

识点或无法有效阐释概念的情况。

9.体育课场地与器材利用不合理：个别老师在雨天仅使

用半个篮球场教学，导致练习空间不足，部分学生休息时间

过长，影响教学效果；也有老师在场地积水较多时未安排推

水，容易造成学生意外摔伤。

10.教学条件：三水校区第二综合楼，有些相邻教室中



间是隔板，隔音效果非常差，隔壁教室的声音甚至比自己教

室的声音还大，相互干扰严重；多媒体教室无人定期清理更

换白板笔，桌面上常有没水的废笔，影响老师板书，需及时

检查补充；智慧课室配备的湿抹布代替黑板擦，擦后黑板湿

答答，再次书写不清晰，影响板书质量，建议配置专用黑板

擦；很多课室的灯罩发黄，影响教室的明亮度和美观；教学

环境人性化设计不足，教学楼讲台上未配备椅子或凳子，教

师长时间站立授课，课间休息或批改作业不便，尤其对身体

不适的教师不友好。

11.听评课条件：有的教师上课前后关门，后面没有空

位，不方便督导听课，有时候督导听课只能坐第一排，对课

堂会有影响；个别教师对督导听课表示抗拒，不尊重督导。

二、工作建议

1.落实一对一指导：年轻教师和新进博士教学缺乏经验，

需要进行培训和指导，学校层面和学院层面的示范课都非常

有必要。加强这部分教师对 “以学为中心，以教为主导”

的教学理念，围绕着教学目标，增强教学设计的能力，把握

教学方法，合理利用教学手段来达到教学目标，每个学院对

新进教师都有一对一指导，需落实指导内容和成效。

2.组织针对性培训：针对听课中发现的教师备课不足、

教学方法单一、课堂互动不足等问题，组织专题培训活动。

例如，开展“如何优化备课”“多样化教学方法的运用”“提



升课堂互动技巧”等培训课程，邀请校内外优秀教师分享经

验，帮助教师提升教学能力。

3.及时反馈与持续改进：建立快速反馈机制，听课后及

时与授课教师沟通，反馈听课意见和建议，帮助教师及时调

整教学策略。同时，定期组织教学研讨会，分享优秀教学案

例，促进跨学科教学经验交流，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推动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

4.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推动教师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提高思政融入课堂教学的质量。

5.加强学风建设：要重视迟到、旷课现象的教育与管理，

建议学校每个学期规定 1-4 周作为“学风建设月”，每个学

期打下一个良好的开端，学生形成一个良好习惯；强调实验

室与教室内禁止吃早餐等行为，及时纠正不带教材、不做笔

记等行为，同时加强班级管理，提高学生自律性；加强对学

生着装的管理，禁止学生穿拖鞋上课，维护良好的课堂秩序。

6.严格管理课堂：教师课前完成签到后必须要求手机放

入袋（没有手机袋或手机袋损坏的，可以明确手机的放置位

置和使用环节），严禁学生在上课期间使用平板、笔记本电

脑等；教师应扩大课堂活动范围，主动关注后排学生状态。

7.强化教学运行的动态管理：加大课堂巡查力度，提升

管理机制解决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响应速度和有效度，不

断推动教学质量的提升。



8.完善教学设施配备与管理：优化教学设备管理流程，

提升教学服务保障水平。建议安排专人定期清理更换多媒体

教室白板笔，确保教学设备正常使用；智慧课室配备专用黑

板擦，改善教学环境；教学楼讲台配备椅子或高脚凳，体现

人性化设计，方便教师授课；课室发黄的灯罩及时清洁或更

换，创造一个更加温馨、明亮的学习环境。

9.提升实验课程教学质量：在食品实验课程中，优化教

学组织方式，明确两个老师在课堂上的分工与协作。一个老

师负责讲授理论知识时，另一个老师可以协助示范实验或管

控课堂秩序，确保教学效果。在实验环节，教师应合理安排

教学时间，利用学生等待结果的时间继续展开教学或普及相

关专业知识，避免学生在课堂上无所事事，提高实验课程的

教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