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督导动态 
[2021 年第 2 期     总第 10 期] 

 学校教育教学督导组  教评中心 编      2021 年 4 月 27 日   

本期内容导读 

■ 督导快讯 

   校院两级督导联动，助推新教师站稳讲台 

■ 学院在线 

 经管学院实施“老带新”工程，助力新教师成长        

 计通学院教学督导组认真开展毕业设计（论文）前期检查工作 

  ■ 教学创新大赛获奖感悟 

     不求尽善尽美，但求无怨无悔 

         ——参加高校教学创新大赛有感 

     教学创新大赛赛后的一点思考 

     教学创新  拥抱线上教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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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两级督导联动，助推新教师站稳讲台 

为进一步提升我校办学水平和教师整体质量，帮助新入职教师夯实

教学基本功，切实提升教书育人能力和课堂教学水平，在教评中心、教

发中心的组织下，校院两级教育教学督导组近期联合开展新教师教学诊

脉专项活动。此次活动和往年相比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校院督导联动，

即校级督导将听课意见反馈给新教师本人的同时，要求二级督导跟进督

促教师改进教学，实现校院两级督导工作的无缝衔接，确保教学诊脉实

效；二是改革往年的“检查+听课+反馈”的重过程轻成效的诊脉模式，

采取“听课+反馈+跟进”的方式，首次把跟进环节纳入诊脉过程，强化

二级督导对新进教师成长的指导作用，实现以诊促教；三是对诊脉过程

发现的突出问题，及时与有关教学单位反馈意见并督促整改，实现对新

入职教师课堂教学情况的闭环监控。 

本学期新教师诊脉活动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校级督导随堂

听课检查阶段，随后由教评中心组织新教师诊脉情况面对面反馈会，校

级督导专家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设计和教学组织等方面内容与

新教师进行反馈；第二阶段为教评中心以书面形式将校级督导专家的意

见反馈至各教学单位，由教学单位二级督导专家针对具体诊脉意见通过

教研室研讨、随堂听课、“以老带新”等方式对新进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进行精准帮扶；第三阶段为教评中心根据二级督导反馈新教师课堂教学

的改进情况，组织校级教学督导组进行抽查，并将随堂听课及跟踪改进

督导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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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阶段的检查情况以“检查通报”的形式进行反馈；第四阶段为教发

中心根据教学诊脉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组织安排培训及指导，帮助

新教师改进和提高教学能力。 

新教师诊脉活动是教评中心、教发中心的一项常规工作，也是中心

贯彻落实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本次诊脉活动中校院两级

督导的成功联动，也是中心进一步深化教学质量监控机制改革实践探索

的成功，它标志着我校两级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今后，校

级督导与二级督导之间将加强互动交流，协同配合，充分发挥两级督导

在青年教师培养中的“传帮带”作用，使新进教师尽快掌握教学技能，

引导和帮助青年教师尽快站稳讲台，培养更多的优秀教师。 

校级督导专家与新教师面对面反馈交流 

 

 

 

经管学院实施“老带新”工程，助力新教师成长 

为切实加强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充分发挥教学经验丰富、教学

能力突出的老教师对青年教师的“传、帮、带”作用，使青年教师尽快

学院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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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教学方法和教学基本技能，经管学院制定了《经济与管理学院“老

带新”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计划实施办法（试行）》。该《办法》重

点针对新入职且高校教龄不满一年的专任教师群体实施，《办法》规定，

高校教龄不满一年的新入职教师，到学院报到后，需要接受导师为期一

年的“师徒式”教学业务指导和培养，同时承担导师教学任务的助教工

作。其中新进教师的工作要求主要包括：（1）每学期至少跟听 1 门由

导师为全日制普通本科生讲授的主干课程，听课时长不少于课程总课时

的 2/3，做好听课笔记，并全程负责该课程的辅导答疑工作；（2）在导

师的指导下，承担所助教课程的习题课（课堂讨论）、实验课、辅导答

疑、批改作业等教学、教辅等工作；（3）配合完成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

的教学工作；（4）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记录学生平时的学习效果，

能够及时反映学生的意见和要求，不断改进教学工作。而指导教师的主

要工作任务是：（1）指导青年教师完成 1 门课程的教学准备和教学活动

任务，尤其要加大对青年教师在实践教学方面的指导，帮助青年教师提

高实践动手能力和教学水平；（2）鼓励并指导青年教师大胆进行教学改

革实践、申报教研课题、参与教学竞赛，为提高教学水平、提高教学质

量打下扎实的基础；（3）定期和不定期地检查青年教师的教学及学习情

况，进行听课并提出改进建议或意见。 

经管学院“老带新”工程的实施，旨在通过发挥骨干教师传、帮、

带的作用，引导青年教师虚心好学，主动求教，传承和弘扬优良教风，

不断提高青年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学技能，促使双方达到“教学相长，

共同提高”的目的，在薪火相传中助推学院教学改革，促进学院教育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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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提升和师资队伍建设。 

      

计通学院教学督导组认真开展毕业设计（论文）前期检查工作 

毕业设计（论文）环节是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过程的非常重要的综合

性实践环节，是学校本科教学水平和质量的综合反映。毕业设计（论文）

质量是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和工程教育认证的重要指标。通过加

强毕业设计（论文）的检查,构建持续改进的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

与质量监控体系，可以有效地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以及学生分析

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4 月 1 日下午，计通学院教学督导组全体成员汇集计通学院会议室，

按照学校教评中心布置的 2021届普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前期检查工

作的安排，对学院制定的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制度、学生毕业设计（论

文）选题、任务书、开题报告和指导手册等方面材料进行了有针对性的

检查和讨论，查漏补缺，提出整改意见。在检查过程中主要发现以下问

题： 

在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管理制度文件较为陈旧，需

要按照工程教育认证的要求对管理文件和规章制度进行修改更新，修改

后发给指导教师和学生，作为毕业设计工作的依据和标准。 

在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方面存在：1.软件工程专业的课题名称绝

大多数含有“基于 XXX 的”等字样，题目名称单一；2.课题名称中的一

些技术术语比如 HTML5、Java、Java AWT、Struts、Web 等，过于笼统

或陈旧，不符合当前行业和企业的技术需求；3.部分课题内容陈旧，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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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课题与往届重复；4.部分课题名称中含有“平台”，看似一个较大的

软件综合系统，实际上学生只能完成其中小部分功能；5.数字媒体专业

的课题来源大多为教师或者学生自拟；6.部分选题存在技术路线陈旧；

7.动画类作品选题占比过大；8.通信工程专业和物联网专业的大部分课

题与专业相关，但个别题目与专业相关度不够紧密，不能体现利用专业

知识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培养。 

在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方面存在：1.课题内容和要求简单，重

点不够突出或不够详细，使学生在撰写开题报告时不能准确把握课题目

的和意义，从而对课题重难点认知不足；2.格式不规范，如参考文献格

式不正确，数量太少。 

在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方面存在：1.文档格式不规范，不统

一，排版错乱；2.选题目的和意义不明确，论述空洞，内容普遍比较空

泛，没有密切结合课题进行阐述；3.在“重难点”部分，学生普遍以阐

述软件作品的需求为主，不能认识到课题的重难点问题；4.设计方案路

线不够明确，设计方案不够完整，关键问题表述不到位，时间安排比较

模糊；5.参考文献格式不正确，数量不够；6.部分指导老师给出的指导

意见简单，不具体明确。 

在学生指导手册方面存在：1.学生撰写指导记录手册时不够认真细

致，指导教师反馈意见不详细；2.部分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未要求学

生及时填写纸质或电子的指导记录手册。 

针对毕业设计（论文）前期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对于课题名称或选

题存在问题的，学院要求各专业负责人单独给予反馈意见，并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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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更换课题；对于任务书和开题报告内容存在问题的，要求各系组织毕

业设计指导老师进行开会讨论，统一思想，给予具体修改意见；对于指

导手册中存在的问题，要求指导老师给学生专门开会强调认真记录毕业

设计过程，并对指导意见进行认真修改完善。 

 
计通学院教学督导组检查毕业设计（论文） 

 

 

 

 

 

 

不求尽善尽美，但求无怨无悔 

           ——参加高校教学创新大赛有感 

医学部  赵时梅 

辛丑烟花三月，有幸带领团队参加了全区首届教学创新大赛，喜获

正高组三等奖。回忆近一个月的参赛历程，感慨万分。 

广西首届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旨在推动教学创新，打造一流课

教学创新大赛获奖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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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强化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运用先进的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模式，

优化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改革考核方式，促进学

习革命。比赛需上交 90分钟录课视频、录课信息表、创新报告、教案、

教学大纲等材料。接到比赛通知到上交材料截止日期，不足 2 周，时间

紧迫，能整理好资料，录好课吗？另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并不是传

统教学和网络教学的简单叠加，也不是将传统教学中的知识讲授、课后

问题解决等形式在时空上进行简单的转换。团队近年来做的教学改革是

创新吗？是否仅仅是教学的改进？诸多问题，纷扰不已。有过犹豫，想

过放弃。当接到信息，团队获得代表学校参加区赛的资格，短暂高兴和

激动过后，又得知所带团队在正高组将遇到讲授相同课程的另外 2 个团

队时，突感惶恐、忐忑。此时，教发中心、学校教育教学督导组专家们

适时给予了帮助与鼓励。秉持脚踏实地，坚持不懈的思想，抛弃一切杂

念，重新梳理思路，完善资料，精心备赛。 

经历这届教学创新大赛，整个团队的教学理论得到了提高，教学理

念更清晰，教学目标更明确。比赛中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但仍有很多

需要改进的地方。课程教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教学改革永远在路上。 

 

教学创新大赛赛后的一点思考 

土建学院   杨晓云 

在我校教发中心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我有幸带领《土木工程测量》

教学团队参加了首届全区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并取得了三等奖的好

成绩。成绩的背后是 10年持之以恒的教学改革和创新之路，历程可谓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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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虽然课程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通过此次大赛，仍然发现诸

多不足： 

1.缺乏课程建设的顶层设计 

目前，《土木工程测量》仅停留在面向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需求

的课程建设阶段。然而在新工科建设的蓝图和背景下，课程的发展趋势

应该是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等新工科专业，通过产学

研协同育人计划项目，为传统课程建设引入新技术、提供新途径，促进

课程由服务于传统土木工程专业向服务于多学科融合的新工科专业的转

化。这是教学团队今后第一个努力的方向。 

2.教学团队结构不合理 

《土木工程测量》教学团队成员包括三位主讲教师，均是从高校毕

业后又直接进入高校从事专业课程教学工作，缺乏必要的工程背景和常

规的工程训练。这就势必造成在课堂教学中出现以下问题：（1）理论与

实践结合环节与工程现场操作规程不相符；（2）新型测绘技术在工程中

应用涉足不深。加强教师队伍的工程训练是我们今后第二个努力的方向。 

3.课程应用推广力度不足 

课程的建设理应立足并服务于我校相关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建设

了一门“好”课，光自己说好还不行，需要在区内外有一定的辐射面，

让同行、让用人单位来评价。这方面的推广和信息反馈工作我们做得还

不够充分。此外，课程还需要具有一定的社会服务性，才能体现它的价

值。我们通过田赛测量、三江古建筑测绘做了一些尝试，但与智慧城市

建设的主流发展方向相差甚远。这也是教学团队今后另一个努力的方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6%95%B0%E6%8D%AE/13569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5%B7%A5%E6%99%BA%E8%83%BD/91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1%E7%BB%9C%E7%A9%BA%E9%97%B4%E5%AE%89%E5%85%A8/1889996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5%B7%A5%E7%A7%91%E4%B8%93%E4%B8%9A/227007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6%8A%80%E6%9C%AF/39611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5%B7%A5%E7%A7%91%E4%B8%93%E4%B8%9A/2270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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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建设任重道远，并非以一己之力、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但

只要我们始终抱有一颗回归教育的初心，就一定能在教学创新的道路上

愈行愈远。 

 

教学创新  拥抱线上教学革命 

外国语学院   覃慧 

如果说青教赛是对教学基本功的回炉再造，那么创新教学竞赛就是

对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创新升级。与其说它是一门竞赛，不如说它是一个

创新项目，通过比赛促使教师思变、思新、思进。与其他教学类竞赛不

同的是，创新大赛首先讲求真实教学情境，对真实教学进行录像；再者

需要体现教学的“两性一度”，即挑战性、创新性和挑战度。这些都要

求教师拥有良好的教学基本功，充分理解教学内容，把握学科前沿与动

态，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进行创新，且这些创新能体现现代教学技

术的应用，能应对线上教学革命带来的挑战。 

    二十年前的外语教学，我们还在依靠黑板、磁带和录音机，二十年

后的今天，互联网和电脑已经完全颠覆了我们的教室与课堂。下一个二

十年，很难预测到底 5G、流媒体、短视频和移动端学习会给我们的教学

带来什么样的颠覆。这样的挑战自然不会局限于外语教学，创新成为了

大学课堂教学改革必经之路。然而，“无穷宇宙，人是一粟太仓中”。

我们需要依托学校与学院搭建的平台，依靠教师教学团队协作，才能在

线上教学改革的洪流中屹立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