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督 导 简 报 
2023-2024-1 学期第二期 

---------------------------------------------------------------------------------------------------------------------- 

 重庆财经学院评建办                       2023 年 11 月 7 日 

 

 

目  录 

 

● 教学督导（6-9 周）听课评教基本情况 

● 教学督导评教评学问题总结及建议 

● 教学案例优选——校企共建课程《财务共享原理与应用》 

● 我校顺利开展 2022-2023-2学期期末考核材料归档规范性检

查 



 

 — 2 — 

教学督导（6-9 周）听课评教基本情况 

一、听课统计 

（一）基本情况 

2023年 10 月 1日-11 月 3 日，教学督导组对学校任课教师课堂授课继

续进行线上线下听课评教，听课对象涵盖了新任课教师、外聘教师、公共

基础课教师、专业课教师等等。 

督导听课评教以线下听课为主，评建办对本学期第 6-9 周的听课记录

进行了整理反馈。 

（二）总体评教数据 

据统计，督导共听课 91 人次，对学校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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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024-1 学期听课汇总（6-9 周） 

周次 第 6 周 第 7 周 第 8 周 第 9 周 共计 

听课人次 3 30 32 26 91 

听课教师人数 3 18 22 11 54 

本轮评教平均分为 88.69分。其中，评教最高分为 92 分，评教最低分

为 84分（表 2 所示）。 

表 2  2023-2024-1 学期评教分数（6-9 周） 

评教平均分 评教最高分 评教最低分 

88.69 92.00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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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评教等级来看，评价为“优秀”的占比 33%，“良好”占比 66%，

“较好”占比 1%，无“一般”及以下评价，具体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2023-2024-1学期评教等级人次（6-9周） 

 优秀 良好 较好 一般 

第 6 周 2 1 0 0 

第 7 周 8 22 0 0 

第 8 周 12 19 1 0 

第 9 周 8 18 0 0 

合计 30 60 1 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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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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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软件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会

计学院和新媒体艺术学院的评教平均分均高于整体平均分 88.69分； 物流

工程学院、马克思学院和金融学院的评教平均分均在 88.5 分以下，略低于

平均分。从数据统计看，教师授课时整体情况能够保持良好状态，教学态

度端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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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课堂积极性，与学生积极互动，保障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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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3-2024-1学期各学院评教情况（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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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管理学院 6 88.67 89 88 

2.  公共管理学院 8 89.31 90 88 

3.  国际商学院 9 88.56 90 87 

4.  会计学院 8 89.38 90 87 

5.  金融学院 8 88.5 91 86 

6.  经济学院 4 91 92 90 

7.  马克思主义学院 19 88.17 90.5 84 

8.  软件学院 7 89.29 91 87 

9.  物流工程学院 19 88 90 86 

10.  新媒体艺术学院 3 89.33 90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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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督导评教评学问题总结及建议 

一、督导听课反馈的优点 

1.绝大多数教师能够提前到教室准备，备课充分，教态自然亲切，口

齿清晰，表达流畅，富有激情； 

2.讲课重点突出，有逻辑性，熟悉教学内容，讲练结合，能够未学生

提供丰富的课外学习资源，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实训操作指导详细，数据

资料准备充分，鼓励学生参与互动发言； 

3.学生听课认真，对课程充满兴趣，学习氛围较好，能够积极参与课

堂互动，注意力集中。 

二、督导听课反馈部分课程存在的问题 

评建办对督导组听课评教反映的问题进行整理汇总，发现最近几周课

程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别老师授课基本都在讲台上，语速偏快，留给学生反应和思考的

时间不足，与学生互动偏少。 

2.部分课堂后排学生不够认真、精神不集中、开小差，甚至有玩手机、

睡觉等现象。 

3.有的课堂案例口述较多，PPT 没有体现，影响了案例的效果，板书

和 PPT 设计有待进一步优化，字体偏小。 

三、督导组建议 

教学督导组在进行听课总结的同时，针对表现集中的突出问题提出了

部分建议，以提高教学有效性。 

1.建议老师们每次课清晰告知学生本次课的重难点及学习目标，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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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有目的、有重点的进行学习。 

2.建议适当调整语速及教学节奏，方便学生思考理解；灵活运用雨课

堂等教学手段增加课堂互动效果，进一步吸引学生注意力，对学生作答情

况及时总结评价，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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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督导组开展集中听课评教交流活动 

 

本学期第 9 周，校督导组联合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开展了一系列集中听

课评教交流活动。本次活动校督导组全体成员及 30 余名新进教师参加，由

督导组精心挑选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管理学、

宏观经济学三门课程进行集中听课，并在课后同新进教师进行教学经验交

流，分享督导们的一些教学经验与心得，一起探讨教学中的难题，并为新

进教师们答疑解惑。 

 

交流过程中，督导组均以当次听课的课堂教学为例，对授课老师的讲

课内容与思路、如何将学生引入课堂、课堂内容如何与实践问题相结合等

问题进行探讨。并对授课老师的教学态度、专业能力、教学功底、课堂表

现、教学目标、教学节奏、师生互动、理论联系实践等方面进行点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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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其优点与值得学习之处，同时指出其不足之处以及如何改善。 

 

新进教师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向督导进行请教，例如如何平稳心态走到

学生当中讲课、如何管理课堂上消极不作为的行为、如何把握教学节奏与

教学进度、如何丰富课堂教学形式等等。对此，督导们以多年的教学经验

纷纷给予自己的建议，新进教师首先要经历把讲课内容吃透弄熟的过程，

然后自然而然的会走下讲台讲课，要处理好重难点内容、分清主次、把握

整体教学进度，鼓励学生互帮互助、提高积极性、共同进步，引导学生提

前预习、课外自学，多向其他老师取经，不断提升自己的授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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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为校督导组成员之间、督导与新进教师之间提供了一个相互

交流、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旨在增强督导业务能力、提高新进教师专业素

养，进一步推动学校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参与活动的新进老师们纷纷表示，

此次活动让大家增长了见识，也找到了差距和不足，结合自身教学实际进

一步提高教学水平，对今后的工作和成长有重要借鉴和指导意义。学校将

继续举办类似的交流活动，为教师们提供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不断提高

教学技巧，保障教学质量，推动学校教育事业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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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顺利开展 2022-2023-2 学期期末考核材料归档规范性检查 

为进一步促进教学规范、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保障教学质量，2023

年 9 月至 10 月，教学督导委员会组织开展了 2022-2023-2 学期期末

考核材料归档规范性检查工作。本次检查前后历经 6 周，采用教师自

查、教研室检查、二级学院抽查、校督导组抽查相结合的方式，所有

二级学院、教研室，校院两级全体督导员、全体任课教师都参与了检

查工作，课程覆盖面达到 100%。 

 

金融学院组织试卷抽查 

9月 1日至 10月 7日为第一阶段，二级学院进行了全面自查工作。

按照学校要求，首先是教师自查，所有任课教师及期末试卷改卷教师

对相应的试卷及课程考核归档材料进行自查，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

改，自查率达 100%；然后是教研室检查，各教研室安排人员对每一份

试卷及课程考核材料进行检查，并对发现的问题和材料进行反馈并追

踪整改，教研室检查率达 100%；最后，二级学院协同院级督导对试卷

及课程考核材料进行抽查，并进行反馈及督促整改，平均抽查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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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0%以上。 

10 月 11 日，校级督导全体督导员在行政楼 2422 会议室展开了考

核材料集中检查工作，共抽查了 90 份试卷袋。检查过程中，各位督

导就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即时交流沟通，据反馈，本次试卷检查总体情

况改善良多，发现不少教师自查整改痕迹，材料的完整性和规范性有

了很大的提高。同时，一些集中性问题仍然存在，比如过程考核材料

没有按要求存档样例、电子档材料没有刻盘或说明存放地址、平时成

绩说明不够清晰等等，也有个别课程的试卷试题难度不匹配、卷面成

绩整体偏低，参加检查的督导员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校级督导开展试卷集中检查 

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将会反馈给教务处、各二级学院及教师，

并进行督促整改。要进一步强化二级学院、教研室、教师等相关人员

的主体责任，提高材料归档设备的质量和标准，加强期末试卷阅卷归

档基本要求的宣传与学习，提高平时成绩评定依据的合理性与科学

性、强化试卷的制定与批改规范、深化试卷分析的具体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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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现场交流与探讨 

通过考核材料规范性检查，能够切实提高课程考核的质量和公平

性，保障学生的权益，帮助教师和学校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保障人才

培养质量，助力学校长期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