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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督导（10-13 周）听课评教基本情况 

一、听课统计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 11 月 2 日-11 月 29 日，校督导共听课 113 人次，对学校 75

位教师进行了听课评教，每周听课评教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2024-2025-1学期听课汇总（10-13周） 

周次 第 10 周 第 11 周 第 12 周 第 13 周 共计 

听课人次 32 45 7 29 173 

听课教师人数 22 29 7 17 75 

第 10-13 周平均评教分为 88.45 分。按评教等级来看，评价为“优秀”

的占比 25.66%，“良好”占比 73.45%，“较好”占比 0.88%，无“一般”

及以下评价，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2024-2025-1学期评教等级人次（10-13周） 

 优秀 良好 较好 一般 

第 10 周 7 25 0 0 

第 11 周 12 32 1 0 

第 12 周 1 6 0 0 

第 13 周 9 20 0 0 

合计 29 83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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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学院评教情况 

大部分教学督导听课后与被听课教师进行了及时的反馈交流。评建办

整理了所有的听课记录表，表 3 列示了各二级学院授课教师评教得分的平

均分、最高分和最低分。其中：国际商学院、会计学院、金融学院、经济

学院、软件学院、新媒体艺术学院和讯飞人工智能学院的评教平均分均高

于整体平均分 87.9分；公共管理、马克思主义学院和物流工程学院的评教

平均分均在 87.9 分以下。从数据统计看，教师授课时整体情况能够保持良

好状态，教态自然，对教学内容熟练，教学准备充分，课程内容丰富，课

堂气氛活跃，能够引导学生主动思考，与学生积极互动，调动课堂积极性，

保障了教学质量。 

表 3  2024-2025-1学期各学院评教情况（10-13周） 

序号 学院 听课教师人次 评教平均分 评教最高分 评教最低分 

1.  公共管理学院 12 89.5 93 87 

2.  国际商学院 12 87.83 89 86 

3.  会计学院 18 88.08 91 84 

4.  金融学院 8 87.38 88 87 

5.  经济学院 4 88.75 90 87 

6.  马克思主义学院 28 88.21 91 85 

7.  软件学院 6 87.83 90 86 

8.  物流工程学院 6 88 89 86 

9.  新媒体艺术学院 15 90 92 88 

10.  讯飞人工智能学院 4 88.25 89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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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督导推优案例 

1.国际商学院黄兰老师。授课课程：土木工程概论，授课班级：23级

工程。教学方式灵活，课前准备充分。每个知识点都配搭实例和图片，做

专业知识讲解。中间借助新闻讲解案例，并能选取重庆本地熟悉的实例讲

解，增加学生对本地的情感和自豪感。接力式回答问题的方式很新颖，每

个学生接力回答问题，能够充分调动所有学生注意力，并能督促学生课后

及时复习。 

2.马克思主义学院高雪莲老师。授课课程：形势与政策，授课班级：

24 级计算机大类一班、24 会计学六班。老师教态端庄，语言清楚、准确，

表达流畅，语速适中。课程内容非常熟悉，讲解有重点，有层次，能结合

现实有拓展，课程资源较丰富，包含数据表、视频、图片等等。PPT清晰，

展示效果较好，板书有条理，有利于保证对教学活动的辅助效果。 

3.讯飞人工智能学院江蕊弘老师。授课课程：融合新闻学，授课班级：

23 级网络与新媒体一、二班。教师专业性好，讲授环节逻辑清晰，能主动

与学生进行专业交流、共情，很有感染力、代入感，体现对学生的价值引

导。教学内容丰富，注意结合现实中的热点分析。翻转课堂的使用，有利

于学生提高积极性，分享今日热点的任务有利于培养学生新闻热点意识。 

三、督导评教评学问题总结及建议 

（一）督导听课反馈部分课程存在的问题 

1.部分课堂重难点不突出，教学节奏偏快，没有检验学生的接受与转

化效果。发散讲解后未能顺利回归主题，有的知识点讲解偏沉闷。 

2.PPT 大篇幅文字、字体较小，内容配色不合理，图片清晰度不高。

部分教学内容没有标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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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部分课堂互动形式单一，板书较少，管理力度不足，教师与学生的

眼光交流等互动性不足。 

（二）督导组建议 

1.建议老师们科学设计授课环节，优化讲解节奏，向学生强调本节课

的重难点，并加以更加详细的讲解，留足时间给学生消化、记笔记，理论

讲授的同时，增加真实案例，理论联系实际进行讲解。 

2.进一步优化教学设计，合理结合板书进行讲解，特别是计算类知识

点，建议结合板书进行过程详解，。 

3.建议加强课堂管理，及时关注学生学习状态，进一步强化互动，调

动学生更多的参与课堂。引导学生思考、回答问题，并对课堂问题、学生

回答、小组作业及时进行评价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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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案例优选 

课堂联动 提升调查能力｜市场调查与预测课程改革 

——经济学院 

为培养学生解决市场调查综合问题的能力，市场调查与预测课程坚持

“以学生为中心”，以“学院发展需求”为导向，围绕经济学院本学年度

将要开展的重点教学工作需求开展教学调查活动。本学期开课前，任课教

师通过与学院领导沟通，确定需要调查的主题，随着课程内容的推进，学

生在课后陆续完成调查项目的调查背景分析、调查方案制定、问卷设计，

并将学生设计的问卷与学院领导进行沟通，进一步优化问卷内容，提升问

卷质量。再有学生实地调查、数据分析、报告撰写等任务。截止目前，课

程完成经济学院调查需求 3 项，分别为“经济学院学生考公、考研需求调

查”、“经济学院学生参与学科竞赛需求调查”、“专业教师参与导师制

学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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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课程学习，学生参加“正大杯”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

分析大赛的积极性更高，撰写的报告更加规范，调查方案设计更科学，数

据分析更深入和全面。2022 级贸易经济、2022 级数字经济专业等 10 位同

学首次参加由中央财经大学主办的全国数字经济研究大赛，以高水准的研

究水平晋级全国总决赛。此外，通过学生调查问卷，也让学院能及时掌握

学生需求，更好地为学院教学工作的推进明确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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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5-1 学期期中师生代表座谈会顺利开展 

为加强学校与师生之间的交流沟通，了解师生动态与需求，进一步提

升教育教学质量，学校教学督导组于第 10 周组织开展了 2023-2024-2 学期

期中系列师生代表座谈会，本轮师生座谈会以督导小组的方式分别进行，

包括教师代表座谈会 3 次、学生代表座谈会 3 次，共有 16 名督导、33 名

教师代表、56 名学生代表参加。 

 

会议中，督导分别与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就工作、学习、生活等多个

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对师生反映的问题和建议进行了详细记录，接下来

将对这些建议进行梳理和反馈，并协助各部门尽快解决问题。 

本轮师生代表座谈会的顺利开展，不仅增进了学校与师生之间的了解，

也为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相信在全校师生的共

同努力下，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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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期中教学检查反馈交流会 

为加强教学质量监控，做好教学管理规范，教学质量评估中心组织了

2024-2025-1 学期期中系列教学检查活动，并于 11 月 15 日开展期中教学

检查反馈交流会。本次会议由教学质量评估中心主任滕学英主持，各二级

学院教学负责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上，质评中心结合 10月份校督导听课评教情况、师生代表座谈会与

各二级学院进行了深入沟通，各二级学院也分别汇报了针对学校学生座谈

会反映相关问题的改进情况和学院期中检查工作情况，并现场交流了检查

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最后，滕学英主任就近期相关工作计划进行了部署，一是各学院要按

照《二级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与运行实施办法》构建二级学院教学

质量保障体系，加快建设院级教学质量监控实施细则等制度；二是组织开

展本学期课程考核命题质量评价工作，进一步规范课程考核管理，确保命

题质量；三是结合学院实际，积极开展学院内部教学质量评价活动，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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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了解学情，切实解决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