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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召开教学督导中期会议

5 月 9 日，学校召开教学督导中期会议。

会议传达了校长刘艳红关于对教师听课的指示要求，并

对教学督导中期工作进行了总结。会议指出，本学期以来，

学校教学督导工作按照学期初的督导计划全面展开，加强与

相关学院进行教学督导集中反馈交流，学院积极开展教育教

学研讨，营造了良好的教风学风建设氛围。会议强调，校院

两级教学督导要深入贯彻校长关于教师听课的指示要求，强

化教师培训与教学基本功训练，补齐部分教师教学短板，不

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会议还对加强学校 D 类专业“一专一策”整改建设督导

工作进行了安排。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负责人，校级教学督导，银龄

教师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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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领导深入体育与健康学院及艺术与航空服务学院

课堂听课

5 月 7 日，副校长张雁梅深入体育与健康学院、艺术与

航空服务学院课堂听课。此次听课采取随机方式，走进《体

育与健康课程教学法与教学技能训练》《云南民族礼仪歌曲

演唱》两门特色课程现场。

在体育教学观摩中，张雁梅副校长细致观察教师如何将

体育理论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尤其是学生试讲环节的逻辑

衔接与肢体语言运用。她肯定授课教师能利用模拟课堂场景

强化学生教学技能，强调要加强学生动作讲解规范性训练；

在民族礼仪歌曲课堂，张雁梅聚焦教师如何挖掘歌曲背后民

族文化内涵，现场指导学生气息运用与民族发声技巧，并提

出应加强学生对民族礼俗背景知识的储备，将音乐技巧训练

与文化传承教育深度融合，提升艺术教育的育人功能。

张雁梅要求相关学院要强化教学场地规范管理，严格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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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停课审批流程，确保教学秩序平稳有序；教师要强化学

风建设，通过精细化教学管理，为学校教风学风建设筑牢教

学质量基石。

三、教学督导团向学院发布 4 月学生反馈意见分析报告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收集了 2025 年 4 月学生的反

馈意见，其中有效反馈意见建议 33 条，涉及 47 位教师。学

生反馈集中在教学方法、教师个人表现、教学评价、作业安

排等多个方面。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在 2025 年春季学

期教学督导中期会议上进行了通报，会后及时将学生意见反

馈给相关学院。通报指出，相关学院应加大对实操教学资源

投入，合理规划教具采购与场地安排，满足学生实践操作诉

求；教师需革新教学理念，融入多样互动形式，如小组讨论、

课堂问答、案例分析等，使课堂生动有趣，提升学生参与度

与学习效果；教师应提升自我觉察，优化教学行为细节，从

仪表仪态到语言表达全方位改进，以良好形象与表现助力教

学质量提升；理论课教师要探索融合互动元素的教学策略，

打破传统单向讲授模式，激发学生兴趣，解决注意力不集中

难题。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要求，学院与教师应协作梳

理、分类，深入剖析潜在问题与需求，拓展教学质量改进维

度，全方位优化教学，提升整体教育品质与学生学习体验，

营造良好教学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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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督导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教学质量提升

近期，通过多位教学督导的深入观察与收集反馈，滇西

科技师范学院在教学方面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涵盖教师教

学、学生学习、教学设施与教学管理等多个维度。

（一）反馈问题

1.教师教学问题

（1）备课与教学方法。部分教师备课不充分，存在照

本宣科现象，过于依赖教材或 PPT，对教学内容挖掘不深。

教学方式单一，互动不足，难以激发学生兴趣，且年轻教师

在教学设计、学情分析和课堂互动技巧上尤为欠缺。

（2）学术与教学融合。教师学术兴趣和研究动力不足，

学术成果未能有效融入教学，导致教学内容缺乏前沿性和深

度，无法满足学生对知识广度和深度的需求。

（3）专业素养与发展。部分教师对课程知识掌握不深

入，专业理论教学师资匮乏。同时，教师职后学习与培训机

会少，中青年教师对口指导帮扶效果不佳，影响教学技能和

实践理论基础的提升。

2.学生学习问题

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欠缺，课堂上存在看手机、打

瞌睡、缺勤等现象，部分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缺乏主动探

索知识的精神。

3.教学设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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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媒体教室管理。笃学楼部分教室“多媒体教室

使用记录簿”配备和使用情况混乱，有的教室有记录簿却无

人填写，有的教室根本没有，多媒体教室管理有待完善。

（2）实验仪器与教室环境。致知楼部分实验室内实验

仪器损坏，影响实验课程开展；部分教室灯管不亮且布满灰

尘，照明条件差，不利于学生学习。

4.教学管理问题

（1）教学进度不一致。个别教师实际教学进度与《教

学进度表》差异过大，反映出教学过程缺乏有效监控和管理，

可能导致教学内容完成度和教学质量参差不齐。

（2）课程设计不合理。课程设计在排课时间和教师配

备上存在问题，如课程设计时间安排分散或不合理，任课教

师未学过相关课程，影响课程设计教学效果。

（3）毕业论文指导不足。学生毕业设计（论文）指导

流程和要求缺乏统一规范，指导力度不够，指导教师科研和

论文指导能力有待提高，难以保证毕业论文质量。

（二）改进建议

1.优化教师培养与管理

（1）提升教学能力。新教师录取严格把关，入职后加

强培训。要求年轻教师定期听老教师授课并撰写观后感，学

习教学经验和技巧。学校定期组织教学研讨活动，鼓励教师

分享教学心得，共同提升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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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进学术与教学融合。建立激励学术研究的制度，

将学术成果与教学质量挂钩。定期举办学术报告，邀请专家

和优秀教师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引导教师将学术成果融入教

学内容。

（3）加强专业发展支持。针对教师群体开展职后培训，

重点提升教学训练技能和毕业论文指导能力。学校教师发展

中心要为教师提供专业发展规划指导和资源支持。

2.激发学生学习动力

（1）加强学习引导。教师通过多样化教学方法，如问

题导入、案例分析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课前布置预习任

务，课中组织小组讨论，培养学生主动学习习惯和团队协作

能力。

（2）强化课堂管理。教师加强课堂纪律管理，制定明

确的课堂规则，对学生不良行为及时纠正。同时，关注学生

学习状态，与学生建立良好沟通，帮助解决学习困难。

3.完善教学设施管理

（1）规范多媒体教室管理。明确“多媒体教室使用记

录簿”使用规定，若有必要填写，需组织教师培训，强调重

要性并督促认真填写；若无需填写，则清理记录簿，避免资

源浪费。

（2）及时维护教学设施。建立教学设施定期巡检制度，

安排专人负责笃学楼和致知楼设施检查。发现实验仪器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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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教室灯管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确保教学设施正常运行。

4.强化教学管理体系

（1）严格教学进度管理。教务处加强对教学进度的监

控，定期检查教师教学进度执行情况。要求教师制定详细的

教学计划，并严格按照计划授课，如有特殊情况需调整，需

提前报备审批。

（2）优化课程设计安排。合理规划课程设计时间，集

中安排课程设计教学。选择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的

教师担任课程设计指导教师，确保教学质量。

（3）规范毕业论文指导。制定统一的毕业论文指导流

程和要求，组织指导教师培训，明确指导职责和任务。建立

毕业论文质量监督机制，对指导过程和论文质量进行全程监

控和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