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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发布 2025 年 5 月学生信

息反馈分析报告

6 月初，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发布《2025 年 5 月学

生信息反馈分析报告》，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教

育学院等 10 个学院的教学反馈问题，并从共性与个性层面

提出改进路径，为优化教学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一）多学院反馈教学痛点，问题涵盖五大维度

报告显示，各学院教学问题呈现多样化特征。马克思主

义学院学生指出教学评价体系单一、反馈延迟及参与渠道不

畅；教师教育学院面临教学内容陈旧、特殊教育指导不足及

实训教室开放受限等问题；人文学院、艺术与航空服务学院

等则存在教学节奏过快、互动不足、实践环节薄弱等共性症

结。此外，智能与控制学院等学院学生还反映教学设施老化、

课程安排不合理等问题。

（二）五大共性问题凸显，构建系统性改进方案

经梳理，全校教学存在五大共性问题：教学方法传统导

致互动不足、教学内容与实际应用脱节、评价体系单一且反

馈滞后、特殊群体教学支持欠缺、教学设施资源保障薄弱。

针对上述问题，报告提出创新教学方法（如引入项目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动态更新教学内容（融入学科前沿与

企业案例）、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覆盖课堂表现与实践能

力）、强化特殊群体个性化辅导（分层教学与学习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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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硬件设施维护（实训场地开放优化、设备更新）等改进

建议。

（三）建立教学质量闭环，推动教育内涵发展

报告强调，学院将以学生反馈为切入点，建立“问题收

集-分析研判-整改落实-效果反馈”的教学质量改进闭环机

制。通过持续关注教学动态、优化资源配置、强化教师培训，

推动教学质量持续提升，为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筑牢根基。

此次报告的发布，彰显了学院以生为本、刀刃向内的教学改

革决心，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注入动力。 教学质量监控

与评估中心表示，未来将定期发布反馈报告，畅通师生沟通

渠道，推动形成教学相长的良性教育生态。

二、教学督导助推本科专业“一专一策”建设提质增效

为推进本科专业建设，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于 2025

年 6 月组织开展本科专业“一专一策”建设督导工作，明确

校级教学督导分工及职责，助力专业建设质量提升。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按照“一专一策”整改计划，

将校级教学督导分配至各学院本科专业，实现督导分工全覆

盖，确保每个专业都有督导跟进。此次督导覆盖 16 个学院

33 个专业，涉及茶学、审计学、智能科学与技术等传统与新

兴专业。督导自 6 月初主动联系学院院长及专业负责人，加

强情况跟进与沟通，月末检查工作推进情况，协助解决困难。

督导每月末反馈督导情况，突出问题及时反馈至教学质量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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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与评估中心。

督导凭借教学经验与专业知识，为专业建设提供指导，

推动专业建设，助力学校各专业顺利通过云南省专业综合评

价。

三、学校全面开展师范类专业学生实习情况调研督导工

作

为深入贯彻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要求，优化实践教学体

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学校于 2025 年 6 月下旬组织专项

调研小组，对体育教育、数学与应用数学和学前教育三个师

范类专业的实习单位开展了实地调研督导工作。

学校成立了由梅英副校长牵头的调研领导小组，下设三

个专业小组，分别由体育与健康学院、数学与数字经济学院

和教师教育学院负责人带队，赴临翔区第一中学（初中部）、

临沧市民族中学（初中部）、青华幼儿园、红黄蓝幼儿园等

实习单位进行调研。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教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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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相关学院院长，校级教学督导及相关专业教师参加

调研。

调研内容涵盖实习单位基本情况、实习组织实施、实习

内容与效果、实习成果评价等方面，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

查和深度访谈等形式，全面了解实习生的实践表现及合作单

位的支持情况。在临翔区一中和临沧市民族中学的调研中，

调研小组聚焦体育教育、数学专业实习生的教学能力培养，

针对实习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提出了改进建议，如加强高校与

中学导师的联动、优化实习考核机制等。红黄蓝幼儿园和青

华幼儿园的调研，重点考察了实习生的教学实践、班级管理

及师德体验，并与园方就双导师制落实、实习档案管理等问

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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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调研为学校完善实习管理制度、强化校企协同育人

提供了重要依据。各实习单位对学校实习生的专业素养和敬

业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提出了加强现代教育技术培

训、增加实习周期等建议。调研成果将直接服务于师范类专

业人才培养工作，并为后续实践教学改革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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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化与实习基地的合作，优化实践

教学体系，确保师范生培养质量，为地方教育事业输送更多

优秀人才。

（图:调研小组,文：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四、教学督导团到亚洲微电影学院开展教学督导情况反

馈交流

6 月 23 日，教学督导团到亚洲微电影学院开展教学督导

情况反馈交流。

会上，教学督导团结合对亚洲微电影学院 2024-2025 学

年的教师听课评课情况，对课堂教学整体情况、优势领域、

青年教师授课等方面作了反馈。在教师授课方面，学院教师

实践类课程表现突出，部分教师创新教学方法、注意融入课

程思政。参会人员还就学院师资队伍建设、教学大纲完善、

课程安排和行业人才柔性引进等工作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亚洲微电影学院院长陈彦雄教授表示，针对教学督导反



8

馈的问题，学院将组织全院教师进行教学自查和整改，组织

系统培训，促进教师上好课、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学校教学督导团成员、学院行政领导和相关专业负责人

参加会议。

（图：王玉佳，文：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五、边疆发展学院举办专业建设指导讲座

2025 年 6 月，边疆发展学院举办专业建设指导讲座，华

中科技大学银龄教授、校级督导周仁俊主讲，各专业负责人

及青年教师代表参加。

周教授深入剖析学院专业建设现存问题，如专业特色不

突出、人才培养方案需优化等，提出“特色引领、差异发展”

思路，强调立足边疆需求，发挥地缘、文化优势。周教授建

议要借鉴他校经验优化方案模块设计，贯彻“个性化培养”

理念构建特色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避免同质化，找准定位，将学院办学特色转化为办学优势。

互动环节，教师们就凸显专业特色、提升就业质量等话

题深入交流。周教授结合案例，细致解答专业定位、课程设

置、校企合作等问题。

本次讲座为学院专业建设提供宝贵经验，搭建学习平台。

学院将持续深化教改，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提升服务能力，

凝练专业特色，积累教学成果，推动专业内涵式发展。

（文：边疆发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