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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督导简报（期报）

2022年第 8期(总第 17期)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编 2022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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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检查情况

（一）2022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优秀等级评价校内评审

为迎接湖南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优秀等级申报工作，11月 18日下午，教

务处组织评审专家在创新创业学院 305会议室召开了评审会，对参评优秀等级

的 6个专业进行了校内评审。评审情况如下：

1、未完全按照教务处下发的人才培养方案模板《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2022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制定各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

2、专业技能考核标准与题库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和规格匹配度不

高。

3、课程标准与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描述的名称、目标、内容、学分学时、

要求等匹配度不高；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保障匹配度不高。

4、《湖南省高职高专院校学生专业技能与开设课程对应表》中缺少毕业

设计课程、顶岗实习课程内容。

5、调研报告空话、套话太多。

6、调研结果在人培中体现不足。

7、培养目标、定位、规格描述格式各学院不同，应全校一致。

8、职业面向不仅要符合国家培养标准，更要反映“三一”的产业需要。

9、课程设置说明应是全面的，不只针对专业课程。

10、课程标准应有考核内容、考核方法、评分标准。

11、师资队伍要求各专业应具体。

12、教学资源描述太简单（教学经费、社会资源、课程资源建设）。

13、学习评价，强调机制建设，形成闭环，不断改进，提高培养质量。

经评委们打分、合议，决定推荐 2022级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专业、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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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2022级数控技术专业、2022级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2022级建筑室内设计专业 5个专业至省厅申报优秀等级。

（二）教研活动检查

截至2022年 12月底，督导委员及督导代表共计检查教研活动103次。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学院 专业
2022 年秋开展教

研活动总次数
督导打分

1 国际经贸学院 英语 12 95

2 工程机械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汽车智能技术
10 95

3 数智工程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10 93

4 数智工程学院 大数据技术 10 93

5 数智工程学院 数控技术 10 92

6 国际经贸学院 现代物流管理 10 92

7 工程机械学院 机电一体化 10 90

8 数智工程学院 智能焊接技术 7 90

9 马克思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 88

10 学工处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0 86

11 招就处 就业指导 4 79

共计 103 /

各教学课程组能按照申报等级完成教研活动，教研活动正常进行，具体不

足之处在第 7期督导简报已提出建议。教学课程组活动从整体来看还应注意下

述两个方面：

1、应结合国家对职业教育的要求，进行职业教育的理论政策学习，比如

学习《国家职业教育政策实施方案》《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等的相关内容，重点进行教师、教材、教学方法

的创新与改革，配合学校快速步入产教融合、校企融合车道。

2、应结合学校的重点工作进行教研活动，比如学校针对上课玩手机、睡

觉、交头接耳、迟到、早退等违反课堂纪律行为开展课堂教学管理活动，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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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以学生为中心，以学情研究为基础，联合学工、辅导员进行课堂思政教学

研究、教学管理研究等等。

二、督导听评课情况

（一）本学期教学督导听评课情况统计与数据分析

表1 本学期听课基本情况统计表

序

号
部门

督导听

课课时

督导

人数

听课反

馈人数

听课参

与率

人均听课

课时数

总结反

馈人数

被听课教师课堂评价统计（课时）

优 良 合格 不合格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82 4 4 100% 20.50 4 22 24 4 0

2 数智工程学院 62 6 5 83% 10.33 1 31 31 8 0

3 工程机械学院 192 9 8 89% 21.33 4 67 149 16 0

4 建筑工业学院 95 5 4 80% 19.00 2 41 46 5 0

5 国际经贸学院 89 5 5 100% 17.80 2 32 46 8 0

合计（） 520 29 26 90% 17.93 13 193 296 41 0

各等级比例％ 37.12% 56.92% 7.9% 0.0%

本学期督导团全体专家深入学校5个学院，随堂听课520课时，掌握了课

堂教学基本情况。上表数据分析：

（1）本学期教师课堂教学效果，被评为“优”的占比37.12%，评为“优”

与“良”的共占比94.04%，被评为“合格”的占比7.9%。由以上数据分析，各

学院大多数教师教学质量完成良好，本学期教学情况总体正常。

（2）本学期全体教学督导人均听课课时数为 17.93 课时，其中工程机械

学院人均听课21.33课时，人均听课课时数最高；数智工程学院人均听课10.33

课时，人均听课课时数最低；工程机械学院听课总课时最高，为192课时；数

智工程学院听课总课时最低，为62课时。

（3）本学期全体教学督导平均听课参与率为90%，其中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际经贸学院参与率100%，参与率最高。数智工程学院、工程机械学院、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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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学院均有1位督导未进行听课反馈。各学院督导应积极进行听课并及时反

馈，从而确保我校教学督导工作有序进行。

三、课堂教学与教学亮点

（一）课堂教学亮点

寓教于乐，趣味教学

国际经贸学院周佩云老师，入职一年，在担任实用英语课程教学过程中，

以高度的热情投入教学工作，认真钻研教材、全面了解学情，积极创设了一些

有特色、有成效的趣味课堂教学方式。

通过巧妙创设英文版“你演我猜”“你画我猜”“一起来找茬”等方式，

打破传统的死记硬背单词，鼓励学生主动输出，调动学生积极性，提升课堂趣

味性；通过英文版“谁是卧底”“guessing game”等游戏，带动学生开口说英

语，帮助学生提升英语听说能力；利用“大转盘”“砸金蛋”等趣味奖励和惩

罚机制，带动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穿插利用“Simon Says”、英文

版趣味绕口令、脑筋急转弯等，帮助调整学生注意力。

趣味教学方法能够调节课堂教学氛围，让书本知识不再枯燥，吸引学生的

眼球，引起学生对知识学习的兴趣；能够增强学生在课堂注意的集中性，使得

学生能够高效利用课堂教学时间，在课堂上掌握更多的知识点，降低学生课后

学习负担。

以往的教学模式中常以教师为中心，课堂活动多以老师讲授学生听讲为主，

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机会非常少，学生自主性得不到发展。而使用这一教学方

法，能够打破以往的教学模式，调动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的积极程度，使得

课堂学习氛围活跃。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基础上进行教学方式的改变和进步，对

学生的全方位发展和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都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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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堂教学实评

1、课堂教学优秀案例

工程机械学院

邓家林老师（第十周周二第7-8节，PC201，《新能源汽车高压安全与维护》，

新能源2102班）课堂上运用自己制作的微课视频结合超星平台带领学生使用，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探索了课程思政与课堂的融入方法。

数智工程学院

海涛洋老师（第十四周周三第1节，B栋 502，《RFID自动识别技术》，

物联网2101-02）备课特别充分，将知识和技能碎片化、实例化，利用信息化

教学手段，演示教学项目，全程掌控课堂教学主动性，使学生能享受沉浸式学

习体验乐趣和成就，为学生开展实验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学生学习积极性大增；

同时减少了学生课堂违纪现象。

建筑工业学院

李公义老师（《材料检测实训》）课程中教师将理论分析、试验讲解与实

际操练融为一体，课程层层推进，老师实地实操演示，形成了完整的流程。同

时，检测的基本规范通过实训指导记录梳理，完整呈现了教学目的、实训教学

中使用的专业设备、具体流程和步骤，设定了分析材料检测结果的标准。另外，

通过将班级学生划分为多个试验小组，各组学生分配到不同的实施任务，提升

了学生的参与度。整体而言，教学效果优秀。

马克思主义学院

邓灿辉老师（第十七周周二第 3节，D栋 207，《思想道德与法治》，智

能焊接技术 2201、2202班）案例丰富，紧密联系学生生活实际，引发学生广

泛兴趣；关注社会热点，学生积极互动，兴趣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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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堂教学需改进案例

工程机械学院

何义老师（第十四周周一第3节，B栋 207，《创新创业》，机电2102班）

学生案例分析不够深刻，教师引导不够；案例应结合社会现状以及学生目前现

状，理论联系实际不够。

数智工程学院

朱院娟老师（第十五周周三第1-2 节，A栋 401，《JavaScrip+jQuery 基

础》，软件技术2101班）1、教学中没有列出重点、难点；2、实验或实训开始

前无明确的任务；3、教学过程随意；4、教师讲课中互动没有明确目标和结果；

5、授课过程中，与学生交流较少，未及时关注学生对教学效果的反映；7、缺

失对教学效果的验证，学生是否真正掌握理解，没有验证的想法和过程。

四、不足与建议

（一）教学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建议

1、实训课程基础建设与组织待加强。如《PC吊装实训》《材料检测实训》

课程。目前实训课程的人均仪器量太小，即使学员分组后也会出现每小组 8-9

人的情况，不能保证每个同学都有机会操作全部流程。建议进一步加强实训课

程的基础建设投入，包括扩增场地、增加设备、保证学生秩序与安全。

2、教学过程中课程标准执行具有随意性。同一门课程，不同教师所授知

识点不统一。建议：各院部可以就专业群平台课进行集体备课，课程组总体进

行把关。

3、课堂纪律不够好，学生玩手机和睡觉现象较多。加强课堂管控，避免

课堂违纪现象发生，根源还是要提高授课水平和授课质量，因此建议大力抓教

学，老师们应该精心备课，内容为王，把课上好上活，让学生愿意听课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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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听课。

4、教学方法仍需进一步研究、改进。班级学生英语水平差别较大，如何

做到不埋没优秀学生，又不落下基础较差的学生，值得探讨。建议要加强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研究和改革，特别是要对青年教师进行及时培养，规范要求，

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5、课件制作不够精细，教师依赖教材自带的课件，缺乏创新。建议加强

教师制作PPT的能力，提高教学课件制作水平，同时采取措施减少教师对课件

的依赖性，真正发挥教学课件的“辅助”作用。

6、部分老师板书太少。建议老师们要有必要的板书，例如讲授的主要内

容标题、必要的过程推导，这样便于课堂总结及学生理解。

7、理实一体化授课、项目化教学，教师讲解、学生训练环节要相辅相成，

要注重“讲练并重”“精讲多练”，要杜绝“只讲不练”，要注重组织学生人

人动手训练、全员覆盖，要思考如何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专业兴趣，如何使学生

有效掌握重难点知识和必会技能，打牢专业基础，全面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二）学校督导工作的思考和建议

1、督导工作不应只局限于表面听课，应该深入教学过程，深入学生群体，

深入教学效果验证等环节，规范教学过程，帮助教师成长，使教师养成良好的

教学习惯，达到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目的。

2、督导工作数字化不足。督导工作的形式可以灵活多变，巡课检查、听

评课、评审指导会等，只要记录过程佐证，拍照带水印，不应该局限于听课写

听课记录本。

3、加强督导结果的运用，建立督导激励机制。一是将督导评估结果与教

师评优评先晋级直接挂钩，特别是在督导过程中明显进步的老师予以充分肯定，

以此调动老师积极配合督导的主动性；二是鼓励督导研究，鼓励学校骨干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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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督导，参与督导，形成更为完善更为合理的督导方法。

4、制定提升教师能力的培训计划。培训步骤如下：（1）教学基本素质训

练（2个月）；（2）听优秀教师讲课、说课（1个月）；（3）本人讲课、说

课，集体评课；（4）督导点评（2个月）。一般通过这一轮培训，多数不合格

教师可以达到合格水平，教学会有很大进步。

5、建立老带新队伍建设制度。我们已经建立了科研师徒制、带班师傅制、

专业带头人、总教练等等，建议在教学方面尝试“老带新”，有经验的老师带

动新进教师，共上一门课，同一个科研组，每个人手把手带2-3人。

6、建立“请进走出”学习交流机制。由于疫情原因，三年中止了校外学

习与交流，建议下学期开展走进头部高职，学习中国一流高职经验，快速提升

整体教学科研服务社会能力，为学校升本做好思想上、认识上的准备。

7、尝试建立大专业大职教督导思路。鉴于学校在课程中已经打通专业壁

垒，开设了非本专业课程。教学督导更应该身先士卒，不局限于本学院本专业，

可以组成专业群督导组，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增进彼此了解，扩大专业视野。

8、督导还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有时处于一种表面化、形式化的局面，

未能真正地实现指导教学和促进教师成长的作用。应该积极思考如何为学校教

学工作做好参谋、服务，依靠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促进学校各项工作整体健康

发展，齐头并进。

报：校领导 发：各二级学院、各教学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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