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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第 1期 总第 64期 签发人： 黄加栋

2017年度教学质量监督与反馈工作总结

一、教学督导

2017年度我校教学督导工作严格贯彻“以督促导、以导带督、督导结合、

重在指导”的指导思想 ，逐渐形成“标准、监控、反馈、提高”闭合式督导工作模

式，充分发挥了教学督导在稳定教学秩序、规范教学活动、培养教学队伍、提

高教学质量、促进教学改革等方面的保障作用 。

2017年度开展的教学督导及相关工作包括： 期初教学巡视、全面听课期

末巡考 、教学材料检查专项督导、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环节专项督导、实习

支教专项督导以及各类督导工作研讨会、培训会、教师座谈会等。“全面，规范，

科学，有效”是 2017年度督导工作的重要特点。

 全面性

全面性主要体现在督导面广，督导量大，督导项目多。

（1）期初全面教学巡视

2017年度开展了全面教学巡视，督导员对 3403课次进行了巡视督导。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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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涵盖各类专业课和通识必修课。

（2）全面听课督导

2017年，学校开展课堂教学集中听课督导。听课总计 3396课次，涉及教

师 1626人，覆盖全校 21个学院。

（3）期末考试全面巡考

2017年度两学期期末考试巡视总计 367人次。

（4）各类专项督导

督查学生实习支教工作：质量月期间，督导组赴商河县多个中小学学校督

查我校实习支教工作。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环节专项督导：2017年 6月上旬，督导员对历史

与文化产业学院、政法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外国语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音乐学院及商学院部分专业的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环节进行了专项督导。

教学材料专项检查：根据学校 2017年“教学质量月”活动安排，11月 13日

-22日，教务处组织校级教学督导员，分为五个工作小组，对全校 21个学院的

教学文件进行了抽查，涉及教师 300余人。检查的教学文件包括：课程考试试

卷、毕业设计（论文）、实习报告、实验报告及课程设计报告。

参加学院教学反思活动：质量月期间，根据学校质量月活动要求，各学院

组织开展了教学反思，督导员随机参加了八个学院的部分系部、教研室的反思

活动，记录活动详情，听取教师对督导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科学性

对教学督导反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数据中总结发现问题。

2017年度两学期期初教学巡视总次数为 3403课次。下面是两学期巡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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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对比（如图 1）及各学院 2017年度巡视总体情况表（如表 1）：

图 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2017-2018（1）学期课堂教学秩序良好。尤其是上

半年开展全面课堂教学督导以来，课堂教学状况较上半年又有很大进步，教学

质量得到有效保障。

表 1：2017年度期初教学巡视数据统计

学院

巡视

总课

次

学生听课率 教师授课精神状态 课堂组织情况

70%以上 40%-70%
40%以

下
非常好 较好 较差 非常好 较好 较差

文学院 103 75.7% 22.3% 1.0% 42.7% 36.9% 17.5% 43.7% 26.2% 28.2%

数学院 146 95.2% 4.8% 0.0% 33.6% 56.2% 10.3% 33.6% 43.8% 22.6%

物理学院 214 92.1% 6.5% 0.9% 36.9% 50.0% 13.1% 36.4% 41.6% 22.0%

商学院 410 79.0% 21.0% 0.0% 33.2% 4.9% 60.0% 33.7% 5.1% 60.7%

外语学院 578 84.4% 14.9% 0.7% 35.3% 35.3% 29.4% 35.3% 23.5% 40.5%

政法学院 189 78.3% 19.6% 2.1% 44.4% 39.2% 15.3% 45.5% 20.1% 32.3%

材料学院 97 66.0% 29.9% 4.1% 8.2% 56.7% 33.0% 5.2% 37.1% 56.7%

化学院 158 68.4% 20.3% 7.6% 62.7% 15.8% 25.3% 59.5% 13.3% 20.9%

机械学院 230 75.7% 21.7% 2.6% 41.3% 47.4% 11.3% 36.5% 37.8% 23.9%

土建学院 223 76.7% 23.3% 0.0% 30.0% 52.9% 16.1% 28.7% 39.0% 30.9%

自动化学院 111 72.1% 26.1% 0.9% 8.1% 58.6% 33.3% 8.1% 41.4% 49.5%

信息学院 125 76.0% 21.6% 2.4% 61.6% 24.0% 13.6% 62.4% 16.8% 20.0%

资环学院 203 84.2% 14.8% 1.0% 20.7% 57.6% 21.7% 18.2% 47.8% 32.5%

体育学院 93 61.3% 20.4% 15.1% 21.5% 33.3% 46.2% 17.2% 19.4% 57.0%

美术学院 56 83.9% 16.1% 0.0% 55.4% 28.6% 16.1% 55.4% 16.1% 26.8%

音乐学院 16 50.0% 31.3% 0.0% 43.8% 25.0% 37.5% 31.3% 12.5% 50.0%

历文学院 57 68.4% 29.8% 1.8% 86.0% 12.3% 1.8% 77.2% 19.3% 3.5%

教心学院 126 81.7% 17.5% 0.8% 50.0% 34.1% 15.9% 47.6% 23.0% 27.8%

生物学院 124 71.8% 25.8% 1.6% 23.4% 54.8% 22.6% 21.0% 42.7% 33.1%

国交学院 51 76.5% 23.5% 0.0% 17.6% 45.1% 37.3% 15.7% 54.9%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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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督导员听课评价总计 3396课次，涉及教师 1626人，覆盖全

校 21个学院。全校总体评价情况如图 2所示：

图 2

下图 3为全校督导听课评价分项评价统计结果：

图 3

从督导听课反馈数据中发现教学及管理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如教师教学

精力投入不足；教学内容与设计有待改进；教学方式方法亟需进一步革新；学

生学习动力、学习精力投入不足；教学资源条件不足，教学保障有不到位之处

等。

下图 4为各学院督导听课评价优秀和良好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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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规范性

规范性主要体现为督导工作有标准、有制度，督导执行有力度。具体表现在：

（1）督导员严格按照《督导工作实施细则》的规范要求开展各项督导工作，

并根据需要不定期对督导员开展工作培训。 本年度针对督导听课评教、新进督

导员、艺体类听课及教学材料检查共开展 4次督导培训工作。

（2）开展工作研讨会，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督导工作，使督导评教公平合理。

2017年度开展多次工作研讨会，统一评价标准、制订了实验类及艺体技能类课

程听课评价指标体系等。

（3）召开教师座谈会，深入贯彻“以督促导、以导带督、督导结合、重在指

导”的指导思想。2017年度召开了教心学院、土建学院、美术学院教师座谈会

以及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座谈会。

（4）期初有计划，期末有总结，不断提高督导工作能力和水平。2017年度

按照工作计划，有序开展了各项督导工作，圆满完成年度督导任务。同时定期

总结督导工作成果，并以督导简报的形式进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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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性

及时有效的反馈机制：通过教学质量监督反馈信息系统（如图 5），及时将

督导结果发送给教师本人。

图 5

2017年度，共计收到任课教师对督导反馈的回复信息 2238条，回复率为

66%。 通过教师回复情况可以看出，95%教师表示督导员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对

自身教学提升有帮助，或者认为督导员提出的意见很中肯。青年教师希望能获

得督导员更深入的指导。很多教师在回复中针对督导员提出的意见给出了具体

的整改措施。督导工作对课堂教学提升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

图 6

二、教学质量反馈微信平台数据统计

2017年，为进一步完善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建设，教务处设计开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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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反馈微信平台。

该平台最为重要的一项功能是 “课堂反馈与评价”，即学生对教师的每堂授

课进行评价，并对教师的教学提出意见或建议。教师可以实时收到学生的反馈，

改进教学。自 2017年 5月份启用教学质量反馈微信平台以来，总计收到学生“课

堂反馈与评价”346280课次。教师对学生课堂反馈的回复次数总计 461次。

2017年度学生课堂反馈次数各项统计表如下：

表 2：2017年度各学院学生课堂反馈次数统计表

学 院 课堂反馈与评价次数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114887

数学科学学院 9630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2339

土木建筑学院 22300

政法学院 15531

化学化工学院 12424

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10436

商学院 9718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7731

历史与文化产业学院 6405

文学院 6155

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3680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3585

资源与环境学院 2790

美术学院 2100

音乐学院 1875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654

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1595

外国语学院 1520

体育学院 920

机械工程学院 870

烹饪学院 190

2017年度共有 627个班级进行了课堂反馈，下面是班级反馈总次数全校

排名前 30名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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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17年度班级课堂反馈总次数全校前 30名列表

学院 班级

班级

反馈

次数

名次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科 1707 24180 第 1名

数学科学学院 数 1702 22710 第 2名

数学科学学院 金数 1703 22195 第 3名

数学科学学院 金数 1704 18050 第 4名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科 1703 17198 第 5名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科 1705 16845 第 6名

土木建筑学院 给水 1702 16000 第 7名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科 1706 15110 第 8名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科 1701 12524 第 9名

数学科学学院 数 1703 11045 第 10名

数学科学学院 数 1701 10335 第 11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 1711 9910 第 12名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科 1702 6315 第 13名

数学科学学院 金数 1701 6080 第 14名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药 1602 6060 第 15名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药 1601 5190 第 16名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科 1704 4580 第 17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 1712 3220 第 18名

数学科学学院 金数 1702 3020 第 19名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药 1603 2870 第 20名

政法学院 法学 1706 2850 第 21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 1710 2365 第 22名

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心理 1704 2085 第 23名

政法学院 法学 1702 1860 第 24名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理 1703 1810 第 25名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 1603 1775 第 26名

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汉教 1701 1580 第 27名

政法学院 政治 1702 1535 第 28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 1714 1430 第 29名

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心理 1702 1415 第 3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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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17年度学生课堂反馈次数全校个人排名前 30名

学号 姓名 学院 反馈次数 名次

2017****61 苗安琪 土木建筑学院 1115 第 1名

2016****83 潘子明 数学科学学院 1030 第 2名

2017****54 孙龙武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1010 第 3名

2017****62 李瑞芸 土木建筑学院 980 第 4名

2017****17 宋建坤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970 第 5名

2017****51 庞庆澳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962 第 6名

2017****43 王帅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951 第 7名

2017****79 刘飞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950 第 8名

2017****29 王彦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945 第 9名

2017****39 姚桐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945 第 10名

2017****85 李嘉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940 第 11名

2017****64 马兆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940 第 12名

2017****47 吴继承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940 第 13名

2017****15 董新保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940 第 14名

2017****33 郝海芳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935 第 15名

2017****21 张洪瑜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925 第 16名

2017****86 张晨阳 数学科学学院 925 第 17名

2017****60 陈琛 数学科学学院 925 第 18名

2017****76 王鑫钰 土木建筑学院 925 第 19名

2017****76 赵翔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920 第 20名

2017****48 邢子超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915 第 21名

2017****77 毛颖鑫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910 第 22名

2017****84 刘雨晴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910 第 23名

2017****72 冷春耘 土木建筑学院 905 第 24名

2016****82 宋启东 化学化工学院 900 第 25名

2017****83 刘印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895 第 26名

2017****01 赵鲁川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893 第 27名

2017****50 兰文奎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893 第 28名

2017****57 彭灿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893 第 29名

2017****29 张洪笑 数学科学学院 890 第 3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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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上积极参与学校教学管理，为教学质量提升做出贡献的班级和个人提出

表扬。

另外，教学质量反馈微信平台也提供了便捷的信息反馈渠道，全校师生都

可以通过该平台向学校反馈教学、教学管理及服务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2017

年度共收集学生反馈信息 1993条。教务处对师生反馈情况进行了分类整理，

并及时转发给相关部门。

通过数据统计来看，学生对使用微信平台进行过程化评价与反馈的积极性较

高，但是教师目前对学生反馈信息关注度太低。希望各学院继续鼓励同学们积

极进行教学质量反馈，同时要求任课教师要及时关注学生的反馈信息，加强与

同学们的沟通交流，共同促进我校本科教学质量的提升。

教务处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