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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院全封闭的疫情管控要求，结合院系两级教学督导工作实际，自 4

月份起，学院全面开展“校内校外联动，线上线下齐抓”的教学督导活动，从

教师端和学生端深入开展教学督导工作，切实稳定线上教学秩序，现将第一阶

段各项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听评课情况 

1.院级教学督导员听评课情况 

院级教学督导员共 4人听课 138学时，覆盖八个教学系部（院）的 69名线

上授课教师。其中，石油化工系 20学时，应用化学系 22学时，机械技术系 28

学时，自动化系 16学时，信息技术系 12学时，商务系 26学时，马克思主义学

院 12学时，体育教研部 2学时；反馈听课评价 156条；反馈问题 12个；推荐

典型线上教学案例 6个。 

2.系级教学督导员听评课情况 

（1）校外教学督导员听评课情况 

系级教学督导员共 40人听课 236学时，其中，石油化工系 7人听课 64学

时，应用化学系 6人听课 22学时、机械技术系 6人听课 34学时，自动化系 6

人听课 18学时，信息技术系 6人听课 20学时，商务系 4人听课 38学时，马克

思主义学院 3人听课 26学时，体育教研部 2人听课 14学时；反馈听课评价 105

条；反馈问题 11个；推荐典型线上教学案例 6个。 

（2）校内教学督导员督学情况 

古塔、滨海两个校区共 13名校内教学督导员走进学生宿舍进行学习督导，

被听课教师 539人次，督学宿舍 554间，覆盖六个系的所有学生宿舍。其中，

古塔校区被听课教师 234人次，督学宿舍 420间；滨海校区被听课教师 305人

次，督学宿舍 134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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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上教学情况 

1.教师线上授课情况 

授课教师都能按照学院线上教学要求提前进入课堂，教师、学生双向

开启视频，严格考勤，组织学生签到。根据课程特点采用“学习平台+直播”

或“全程直播”授课模式，精心备课，结合教材自制 PPT，层次分明，重

点突出。教学过程中通过签到、投票、举手、分组、选人、抢答、随堂小

测验和主题讨论等方式有序开展师生互动，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课堂参

与度。课后按时布置作业，及时批改，并在交流群中在线答疑，解决学生

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同时，线上教学充满人文关怀，授课教师关心学

生当前的学习和生活状态，对于学生在封校期间产生的思想和心理的变化

第一时间进行疏导。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结合课程内容向学生传递爱

国情感、集体观念、奉献精神、家国情怀。 

2.学生线上学习情况 

从 4月份起，积极组织校内教学督导员深入学生宿舍，全面检查学生学

习状态，规范学生线上学习习惯，学生线上学习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学生

以寝室为单位形成两种学习模式：独自学习模式和共同学习模式，线上课堂中

学生出勤率较高，大部分同学能够及时按照授课教师的要求在平台上签到，紧

跟授课教师思路完成每一项学习任务，主动配合老师开展各项互动教学，按时

完成教师布置的课堂任务和课后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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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型线上教学案例 

案例 1：石油化工系王欣羽老师的《化工单元操作》课程。采用 QQ群交流+

学习通平台资源+QQ直播相结合的线上授课模式，通过认真讲解和观看视频相结

合的方式解决教学重点和难点。线上课程安排有序，层次分明，采用回答加分

的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对重点内容反复进行考核，教学效果较好。

在课程内融入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大国工匠精神。 

案例 2：应用化学系姜玉花老师的《化学分析技术》课程。根据线上教学的

特点认真备课，准备充分。采用腾讯会议直播的方法组织教学，严格考勤，认

真讲解教学内容，并与学生进行实时互动，鼓励学生开展讨论，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课后，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布置作业并认真批改，在下次课上及时进行

反馈，纠正学生的错误。课程中融入校内师生共同抗疫事迹，于无声处融入课

程思政，塑造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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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机械技术系马英强老师的《维修钳工操作》课程。通过腾讯会议

直播上课，图文并茂，全程在纸上手写板书并同步直播，直观新颖，边讲解边

书写，板书纲目分明，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利用问答、讨论等方法积极与学

生互动，全程把控学生学习状况，通过课内、课外练习、作业及时掌握学生理

解程度，并对其进行考核评价。在讲解游标卡尺使用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

引导学生要传承严谨、细致、认真的工匠精神。 

 

 

 

 

 

 

 

 

 

 

案例 4：自动化系冯晓玲老师的《过程控制技术》课程。采用腾讯直播+学

习通平台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严格考查学生出勤，除了在学习通进行手势签到

外，还通过腾讯会议导出学生名单，留存上课记录。课堂节奏把握得很好，根

据学生的接受能力进行细致讲解，画出重点标记，并给学生一定的记录和消化

时间。通过学习通平台进行有序有效的互动，时刻提醒学生注意听讲，保持注

意力。在同学们比较容易理解和熟悉的领域，设计抢答环节，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对讲授的内容及时进行小测试，全面把握学生理解掌握的状况。 

案例 5：信息技术系景泉老师的《Python程序设计》课程。采用腾讯直播+

超星平台混合式教学方式，把授课内容分为课前准备、课中教学、课后训练三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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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抗疫小课堂”相结合，教学过程中以寝室为单位，一人操作，其他人观看，

做到边讲边练。课后训练利用学习通平台观看视频资源，巩固课上所学习的知

识点，在交流群中分享学习收获，总结修正课堂练习中的错误。 

 

 

 

 

 

 

 

 

 

 

案例 6：商务系崔娟娟老师的《外语－会议纪要》课程。通过腾讯会议直播

出镜，极具亲和力，声音甜美，水平出众。教学设计合理，内容饱满，环环相

扣，课时高效。从始至终，以生为本，善于引导，互动热烈，学习通选人抢答，

学生踊跃参与讨论，学习积极性高。课后作业布置得当，上传笔记详实。融入

课程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感恩在疫情防控期间所有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鼓励

同学们疫情当前，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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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在问题 

1.整周线上课程问题：个别整周线上课程缺乏对整周及每一天的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不够充实，学生出现某段时间在宿舍中无事可做的现象。 

2.学生出勤问题：多数教师采用课前平台签到方式对学生进行考勤，授课

过程中出现课程前段人数多，中间人数少，后段又人数多的状况。 

3.网络卡顿问题：学生端和教师端都反应，线上课堂出现卡顿现象，特别

是滨海校区全班开启摄像头时会影响网速，导致直播卡顿。 

4.部分教师对学习平台的使用不熟练，平台中很多互动功能未能充分发挥。 

四、改进意见 

1.各教学督导组要从“督”与“导”两个方面加大对本部门的线上教学督

导力度，确保听到本单位的每一位线上授课教师，在听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及时与授课教师沟通、交流，并提出建设性的反馈意见，不断提高教师的线上

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 

2.各教学督导组要进一步强化问题反馈与沟通机制，通过召开线上教学研

讨会，将比较集中的问题及时传达给授课教师，共同研讨改进方式，促进线上

教学持续改进。 

3.各教学督导组要深入发掘本部门优秀线上教学典型案例，充分发挥“正

向引导、示范引领”的重要作用，广泛推广线上教学经验，在教学方式、互动

方式、线上教学管理、平台资源的使用、课后作业安排等方面相互交流与学习，

共同提高线上教学效果。 

 

 

                                         督导与质量评价中心 

                                          2022年 4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