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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首义学院

教 学 监 评

简 报
2021年第七期 （总期第二十六期）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编 2021年 11月 8日

2021年 10月教学运行情况通报

一、课堂教学检查情况反馈

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 10 月，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两大校区开展巡课、听课工作，

关注课堂教学真实状态。各院（部）领导、系（教研室）主任、专业负责人、学生工作

辅导员、校内督导、教师等开展听课、巡课工作，确保课堂教学运行情况平稳有序。截

至 10 月底，全校院（部）级领导 51 人听课，教学督导 39 人听课，178 名教师开展同行

听课 206 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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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领导听课反馈，大部分教师教学准备充分，教学态度认真、授课精神饱满，多数

教师能有效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开展教学，课堂教学效果良好，本科教师课堂教学课程

思政的实施较上月有明显进步，但部分课堂仍存在如下主要问题：

1.课程思政设计缺乏有效性。部分教师课程思政内容缺乏有效设计，略显牵强，有

待进一步优化完善。

2.课堂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个别课堂学生迟到、缺课人数较多，上课有玩手机现

睡觉现象，课堂抬头率不高，教师不能及时关注学生学习状态，课堂管理不够。

3.教学缺乏有效设计。部分教师（尤其是新进教师）教学设计不够，如：课堂进度

设计不合理、课堂提问设计分量不足或自问自答、板书和讲授未能有效结合、过程性考

核等互动环节缺乏设计等。

二、线上教学平台运行情况

根据超星学习通运行月报统计，2021年 10月，全校活跃课程 865门、上线教师 935

人、上线学生 16933人；自建课程 2399门、新建课程 185门、课堂活动 415758次。教

师新增任务点、发布活动、发起讨论、发布作业、发布考试分别为 2331、13219、2002、

2610、179个，批阅作业和批阅考试分别为 25920、358人次。学生活动参与和讨论分别

为 402539人次、72109个，完成任务点、完成作业、完成考试分别为 355792、107956、

5665人次 。各教学单位（不含教辅部门）新建课程、上线教师、上线学生、资源上传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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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学单位线上课堂教学运行情况统计表

院系名称 新建课程（门） 上线教师（人） 上线学生（人） 资源上传（个）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32 70 4246 611
机电与自动化学院 14 106 2755 1013
城市建设学院 11 59 1479 674
外国语学院 16 74 692 1850
经济管理学院 11 88 3734 728
新闻与文法学院 5 53 2499 491
艺术设计学院 7 58 1487 532
基础科学部 27 53 0 477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24 0 75
合计 125 585 16892 6451

（陈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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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评中心主持召开教学督导反馈会

10月 18日下午，教学督导反馈会在行政楼八楼理事会接待厅举行。副校长李桂兰，

校级教学督导、院级教学督导，各教学单位副院长，教务处、学生处相关负责人以及监

评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会议由监评中心主任刘媛媛主持。

会上，学校五位专职督导分别对本学期教学督导常规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他们一

致认为，在李桂兰副校长和监评中心、教务处的领导下，在各学院领导的支持和全校教

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学校的教风、学风进一步优化，新进教师教学水平明显提高，涌现

出了一批优秀教师。他们的课堂讲授教师条理清晰，重点突出，与学生互动活跃，课堂

抬头率高，教学十分精彩。同时专职督导针对线上线下课堂情况、专项检查情况，指出

了部分教师存在的共性问题，例如如何引入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

界观和价值观，还有待加强；少数老师对信息技术手段应用不熟练；少数试卷命题不规

范等。专职督导建议，学校要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在课程思政实施方面下足功夫；各级

教学管理人员要多下课堂了解教学状况；要引导青年教师专注教学、潜心研究教学。

随后，城建学院贺瑶瑶老师作为校内教学督导代表发言。她分享了自己作为教学督

导的工作开展情况，并认为此次教学督导反馈会让她受益匪浅，希望监评中心能多举办

此类交流会。

在认真听取教学督导的发言后，教务处处长张小菊指出，督导工作应“又督又导”，

希望各位教学督导重点关注课程思政、信息技术应用、板书、课堂生动性及课堂管控这

几个要素，每次听课中及时与教师沟通，并明确不足之处，给出建议。

刘媛媛提出，教学管理部门、各教学单位要将督导反馈的问题及时传达到广大教师，

充分发挥校院两级督导作用，共促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

最后，李桂兰代表学校向全体教学督导的辛苦付出表示衷心感谢。她强调，教学督

导反馈会对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提高教师整体教学水平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各学院应

针对教学督导组反馈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全面整改并积极提升，引导青年教师积极成

长。

（陈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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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试卷命题审核情况通报

试卷命题质量决定了是否能科学有效的通过考试来检验学生知识掌握情况、能力达

成情况，本学期学校继续强化试卷命题质量审核，各类考试试卷须经系、教学单位自查

后，由校级教学督导进行审核，根据审核意见完成整改后方可投入使用。截止至 2021

年 10月 30日，监评中心邀请 7名校级专职督导评审各单位 2021-2022学年度第一学期

的试卷命题质量，共检查 8 个教学单位 205门课程考试试卷，其中符合要求 157份，

基本符合 32份，需要整改 16份。根据截止 10月 30日专家反馈情况，试卷命题质量总

体符合要求。个别试卷仍存在如下问题：

1.部分试卷填空题、单选题分值偏大，客观题比重偏大。

2.部分 AB两套试卷重复率超过 10%。

3.案例分析题建议提供案例分析模板便于学生答题。

4.部分试卷袋上缺少签字，教学大纲签字日期建议手写。

5.个别试卷图片打印不清晰。

6.个别试卷出现总分计算错误，错字、漏字现象。

监评中心已将需要整改的试卷反馈至教学单位，并要求各教学单位结合共性问题及

专家反馈的个别问题及时整改，确保本学期课程考试试卷命题质量。

（袁锦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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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学单位教学工作开展情况总览

2021年 10月，为在保障日常教学工作平稳有序运行下，各教学单位认真落实学校

各项工作要求，不断夯实和提升学校教学质量，例如。具体而言，本月各教学单位重点

开展工作情况如下：

一、“迎评促建”冲刺攻坚，有效开展各项教学工作

本月学校“迎评促建”进入冲刺攻坚阶段，为进一步推进评建工作开展，打好迎评

促建攻坚战，各教学单位相继召开教职工大会布置评估前相关教学工作。各教学单位积

极开展第三轮“磨课”验收活动，教师们就教学活动设计，教案撰写，课程思政，学生

管理等开展广泛的研讨，并确保在第 11周之前完成“磨课”任务。大部分教学单位继

续强化组织了试卷、论文的互查及核查工作。艺术设计学院组建了教学检查督导队，各

系主任、专业负责人、全体辅导员参加。检查督导过程中，重点检查教师准备常规教学

工作的“五带”，学生上课的“六率”，教学配套环境，学生学风和学习氛围等，确保

教与学工作有序。

二、推动“课程思政”融入，开展“推门听课”活动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推动“课程思政”融入专业课程课堂教学，“学

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理念贯彻课堂教学全过程，切实加强课程教学过程管理，

发挥课程育人功能，提高我校教师课堂教学水平，有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决定开

展“推门听课”活动。

据院教[2021]71号文件精神，各教学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推门听

课”活动实施方案，成立听课小组。小组成员在“推门听课”活动中，做到“一听、二

看、三评、四访、五谈”，了解真实课堂教学情况，促进教师不断反思在教书育人方面

的不足，不断改进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

为提高学院整体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外国语学院组织了课程思政示范观摩交流

会。会上成功获批课程思政立项的三位老师任兰兰、汪苹芳和饶瑜与教师们分享了课程

思政的典型案例和经验做法，教师们也积极针对各自授课过程中的课程思政进行心得分

享与交流。该活动对如何在课堂教学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植入思政元素提供了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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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思路，分享后的讨论交流也帮助很多老师解决了教学中的疑难困惑问题，对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和效果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组织学习“师风师德”，积极申报校级一流本科课程

为落实教育部《关于在教育系统开展师德专题教育的通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各教学单位组织教师认真学习《教育部公开曝光第七批 8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典型案例》，结合师德违规问题，对照《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武昌首义

学院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等文件，强调课堂教学、关爱学生、师生关系、

学术研究、社会活动等方面的正面规范和负面清单，引导教师以案明纪。

同时，为进一步落实《武昌首义学院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实施方案（试行）》（院教

〔2019〕91号）文件要求，坚持立德树人，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将“思政元素”

融入课程教学各环节，充分发挥课程育人的核心要素作用，进一步推进我校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质量革命”，各教学单位积极申报校级一流本科课程，以课程建设为抓手，组建

课程团队申报各级各类教研项目，以课程建设带动教材建设，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不断

提升。

（陈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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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学院 20级写生活动正在进行中

10月 18日—22日是 20 级动画、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四个专业进

行外出写生实践课程的第二周。本周，近三百名师生一起走访了武汉的大街小巷和民俗

文化街道，感受到了历史对这所城市洗礼的同时，也让同学们对自己所学专业有了更深

层次的认识和理解。

产品设计专业的同学在李莎莎和王雅璇两位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了第二周的写生之

旅，第一周同学们主要以黑白线稿速写为主，到第二周慢慢过渡到色彩绘画写生。通过

本阶段的练习，要求学生学会用概括的手法，表现繁杂的自然景物，色彩整体，具有把

握和控制画面的能力，能够运用不同作画材料表现不同的物象，着重解决画面的构图、

色彩色调、表现手段，探索风景画的各种表现技法，提高捕捉自然色彩和提炼概括的能

力。

动画专业的同学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去了汉口里、东湖磨山、东湖听涛等景区。在外

出写生中，同学们加强了对建筑的直观感受能力和对传统建筑的认识与理解。从大自然

中领悟色彩的光与色的变化与魅力。从大自然中和民族建筑文化中学到课堂上难以学到

的知识，并在风景写生这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环境设计专业的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完成了武汉美术馆、湖北美术馆、中国建筑

科技馆等地点的写生。同学们对大家们的画风进行了学习，同时了解了多种绘画作品的

表达方式，认识到中国建筑的发展形态，能够更加生动的理解建筑结构及空间。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老师带领学生进行了武汉城市文化主题写生，通过探访民俗人

文精神和红色革命文化来感受历史中的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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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周的整体教学中，老师们在每一个具有特色的写生地点都进行了写生表现方

法和表现技巧的讲解和示范，根据学生专业基础不同的情况，因材施教。

在风景如画的山水边，在学生的画板前，既有专业课中的绘画指导，也有思政教育

的爱国情感启迪。将爱党爱国的赤子情怀同对祖国河山的热爱之情相结合，在实地写生

中探索创作饱含生活感受和充满民族文化自信的艺术语言和写生作品，实现了全面发展

的教学目标，真正做到了从课堂走向实践，从室内走向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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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学院供稿）

【本期编辑 陈蕾 刘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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