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督导动态 
[2021 年第 1 期     总第 09 期] 

 学校教育教学督导组  教评中心 编      2021 年 3 月 31 日   

本期内容导读 

■ 督导快讯 

  1.校院两级督导队伍联动，推进课程思政项目进展 

  2.及时调整督导思路，谋划学校督导工作 

 3.校院两级督导将联动开展 2021 届毕业设计（论文）检查工作 

 

  ■ 备赛热点 

  1.青年教师展风采，优中选优备赛忙 

  2.学校首届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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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两级督导联动，推进课程思政项目进展 

     开学第一周，学校教育教学督导组根据 2020 年课程思政项目立项情

况，提出了本学期校院两级督导队伍联动，共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项目

进展的工作部署。 

学校督导组认为，在上学期课程思政建设项目课堂教学检查中发现，

项目负责人教学态度认真、教学内容熟悉、教学思路清晰，教学设计体

现了课程思政的目标要求，但在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师生交流以及课

件制作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本学期的督导工作应该聚焦上述问题，具体

对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课件展现、教学案例等现场运用情况进行督导，

实现课程思政意识从文本到课堂、从设计到实践、从教师到学生、从学

科专业到课程思政的系统落实。 

本学期学校督导将继续围绕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凝心铸魂的要求，

推动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专业学院联合推动课程思政的工作机制，对学院

班子的课程思政意识、教师的课程思政能力、教学课程思政效果等方面

进行督导。 

 

及时调整督导思路，谋划学校督导工作 

3 月 3 日下午，学校教育教学督导组新学期第一次会议在行政楼 527

督导组工作室召开，督导组根据学校党委在 2021 年度的阶段目标和战略

督导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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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及时调整督导工作思路，形成以校级督导项目为抓手，以校院两

级督导工作队伍为支撑，以助力专业认证和审核评估为目标的督导工作

思路，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秦小云出席会议并讲话。 

秦小云副校长在会上对本学期督导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为了进一步

提高督导工作从学评体系向更系统的评价体系转变，贯彻新发展理念，

服务新发展格局，筹备迎接 2022 年审核评估工作，促进学校教学高质量

发展，秦小云副校长建议督导组从课堂教学质量、学评体系、教材体系、

资料建设等角度拓宽督导工作视角，建立体现课程思政意识、师生国际

视野、课后研学助学、学业评价信息的教学督导评价标准。 

学校督导组将在本学期通过学习 2022 年审核评估工作要求，有针对

性地持续开展覆盖教学质量监控、教师教学发展、师德建设、专项检查

与评估等有关业务的同时，积极探索对学生学习过程、学习态度和学习

思维的评价。 

 

 

    校院两级督导联动开展 2021 届毕业设计（论文）检查工作 

为提高我校普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为新一轮本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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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评估工作做好准备，在教评中心的组织下，本学期校级教育教学督

导组和各教学单位二级教育教学督导组将联合开展 2021 届毕业设计（论

文）检查工作。与往年检查不同的是，本年度毕业设计（论文）检查采

用校院两级督导联动、点面结合的方式开展，采用各教学单位二级教育

教学督导组全面检查、校级教育教学督导组复查或随机抽样检查的方式

进行，力求增加检查深度、扩大检查覆盖面，不仅从形式和规范上对毕

业设计（论文）开展检查，还从毕业设计（论文）的内容上（包括意识

形态方面）对毕业设计（论文）开展全面检查。 

本年度毕业设计（论文）检查工作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目

前正在进行的毕业设计（论文）前期检查，检查重点为各学院对 2021 届

毕业设计（论文）环节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往年相比增加了检查各专业

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配备情况以及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深度、

创新性、与专业的契合度、与往年选题的重复性以及选题涉及的意识形

态审查等内容；第二阶段为答辩督查，检查内容与往年基本相同；第三

阶段为后期检查，检查内容与往年相比增加了毕业设计（论文）的完成

质量、工作量以及毕业设计（论文）内容的深度、难度和创新性等。 

作为全面检阅学生大学期间学习质量的一个重要教学环节，各教学

单位的毕业设计（论文）环节的组织管理及学生作品完成质量很大程度

上反映了各专业的办学质量。教评中心已连续多年组织学校教育教学督

导组对我校的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进行跟踪式的多阶段检查，对教学

单位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长远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今后将进

一步加强校院两级督导联动，持续跟踪教学单位毕业设计（论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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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毕业设计（论文）真正发挥其在人才培养过

程中的作用。 

 

 

 

 

青年教师展风采  优中选优备赛忙 

近年来，学校在提升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方面下大力气，多措并举，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2021 年 1 月，为加强青年教师的教学技能和教学创

新能力的培养，激发青年教师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学习先进教学方法，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学校组织了 2021 年青年教师教学

竞赛。在本次比赛中，涌现了一批具有良好业务水平、勇于创新、充满

活力的优秀青年教师，展现出我校青年教师良好的综合素质。 

为了在 2021 年广西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全面展现我校教师的风采，

选拨最优秀的教师代表我校参赛，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联合学校教育教学

督导组，对工科组和医科组的四名一等奖获奖选手进行了遴选。参赛教

师经过精心准备，通过教学设计、课堂教学和教学反思三个环节展示了

自己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学校教育教学组督导专家本着精益求精的

态度，对选手的教学展示进行了详细的点评，针对思政元素的选择、教

学内容的组织、教学语言与教态、教学设计的过程、教学反思的内容等

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同时，针对广西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的要求，向

每一位参赛教师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特别强调要将立德树人融入教

学，并注重课程内容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 

备赛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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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教师的二次 PK，不仅能确保我校参加广西青年教师教学竞赛选

手的教学水平，还能促进青年教师之间的教学交流，促进教学能力提升，

体现“以赛促教”的作用，对于我校培育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打造高水

平教师教学团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至此，学校确定 2021 年将派出马克

思主义学院刘欣、医学部冯书珍和段斯亮、体育学院莫双溪、电气与信

息工程学院陈华金等 5 位教师参加第八届广西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希望

以上相关单位对拟参赛教师的备赛工作给予大力支持。 

       

电气学院陈华金老师作教学展示             医学组 PK后专家反馈意见 

 

学校首届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落下帷幕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做好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届全区

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参赛选手选拔工作，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于 2020年

12 月底开始启动首届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日前校级评审工作已经完成。 

按照区赛的要求，本次校赛分为正高、副高、中级及以下三个组别，

每个高校每组别限推荐 1 人参赛。经过前期精心摸底、策划、培训、指

导和动员，共收到 10位教师的参赛申报材料，其中 9位教师以团队参赛，

1 位教师以个人参赛，涉及医学、工学、理学、文学、经济学等 5 个学

http://www.gxust.edu.cn/dqxy
http://www.gxust.edu.cn/dq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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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门类，9 个参赛团队分别来自医学部 2 个、土木学院 1 个、外语学院 1

个、理学院 1个、经管学院 1个、职教学院 1 个、第一临床医学院 1 个、

网络中心 1 个；个人参赛教师来自生化学院。比赛中，选手们坚持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按照"以本为本，四个回归"的要求，聚焦教学创新，强

化质量引领，引导自主学习，展现了扎实的教学功底。 

教发中心组织校督导专家对校赛作品及相关材料进行评审，共评出

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4 名，其中医学部赵时梅老师、土木

工程学院杨晓云老师和外语学院覃慧老师分别获正高、副高和中级及以

下组一等奖，她们将代表学校参加广西首届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目

前 3 位老师正在紧张有序地备赛区赛答辩工作。 

在评审中专家们发现，所有参赛教师均重视课堂教学设计，能熟练

应用新的教育教学技术，充分借助学校现有的先进教育资源，加强教学

手段、教学方法与教学理念的改革与创新，有效促进教学模式从“以教

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转变；但是部分参赛教师存在课堂教学创

新性不足、师生互动设计和实施效果不佳等问题，需要老师们在今后的

课堂教学中加以克服。 

 
比赛录制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