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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督导听评课汇总与分析

（2022-2023 学年第一学期）

一、教学督导听评课情况综述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三位教学督导，在学院教务处的直接领导下，以对

学院教学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开展工作。疫情期间，教学督导线上线下相

结合，开展教学督导工作，始终坚持围绕双高建设，服务教学，服务师生，以

督为辅，以导为主的工作原则，积极推进学院“双导向”教学改革，优化教学

评价，旨在“促进”与“改变”而不是仅仅评定等级。通过课堂听课教学督导

评价工作，切实发挥“督”与“导”的评价功能，在督与导的评价过程中，突

出“导”的指引作用，帮助教师改变陈旧的教学理念、明确科学的学生观和教

学观、提升课堂教学设计能力、增强课堂教学有效性和教学的质量意识。坚持

在课堂教学听评课督导检查中，“讲清楚需要改进什么和如何改”，坦诚、和

谐地与老师们交换听课意见，做到“听课严肃认真、评课心悦诚服”，以真诚

的督导评价工作助力学校的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稳步提升。

2022-2023 学年第一学期，深入课堂教学和实训教学第一线听课评课，督查

课堂与实践教学运行情况，课前对任课教师的教案、教学大纲、教材等教学资

料进行检查或抽查，对教学态度、教学基本环节、教学方法、教学效果、课堂

教学规范、学生学习情况等进行客观评价，共听 195 个课堂的 160 位教师的课，

合计 353 个学时。其中，听评“双导向”教改立项的课程 36 门，涉及 31 位老

师；协助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及二级学院完成 37位新进、外聘教师试讲听课。

现对 2022-2023 学年第一学期，教学督导所听课教学情况进行分析，覆盖

160 位任课教师。

本学期教学督导听课的 195 个课堂评价平均得分为 81.48 分，较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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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第二学期课堂评价平均得分（76.88 分）上升 4.6 分。教学督导课堂

评价等级情况如表一。

表一

“双导向”课堂教学改革立项课程，教学督导听课涵盖了 36门课，50 个课

堂的 31 位教师，课堂评价平均得分 85.18，教学督导课堂评价等级情况分布如

表二。

表二

非立项课程，教学督导随机听课，涵盖了 104 门课，145 个课堂的 131 位教

师，课堂评价平均得分 80.2，分布如表三。

表三

评价等级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合计

课堂数 28 92 63 12 0 195

占比 14.36% 47.18% 32.31% 6.15% 0% 100%

评价等级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合计

课堂数 17 23 8 2 0 50

占比 34% 46% 16% 4% 0% 100%

评价等级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合计

课堂数 11 69 55 10 0 145

占比 7.59% 47.59% 37.93% 6.9%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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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个课堂的学生平均到课率为 92.88%，较上学期 2021-2022 第二学期同

口径非立项课程，教学督导随机听课的学生平均到课率 94.50%下降 1.62%。学

生到课率情况如表四。

表四

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疫情对到课率还是有影响；学校开展“双

导向”课堂教学改革这一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也非常及时。“双导向”立项建

设课程任课教师比非立项课程任课教师平均得分要高 4.98，其中“双导向”立

项建设课程的“优”和“良”有 80%，而非立项的“优”和“良”只有 55.18%；

这也可以反映出“双导向”课堂教学改革立项课程任课教师研究教学投入教学

的程度会比非立项课程的任课教师要高。

二、教学督导听课反馈教学突出亮点及不足

（一）亮点

1．部分老师开始注重教学设计，以问题导向施教，重视学生的参与，及时

回应解答；开始注重课前、课中、课后任务的布置，调动学生的参与度。

2.思政课教师认真授课，精神饱满，教学内容更新及时、案例新颖。

3.专业实训内容与企业岗位职业能力要求联系紧密了，年轻教师发挥信息

技术素养有比较优势，克服线上实训教学困难，通过互联网等技术积极开展线

上实训。

（二）不足

1.大部分教师贯彻落实课程思政的教育自觉不够，未能将坚持立德树人、

到课率 100% 90%-99.99% 80%-89.99% 60%-79.99% 低于 60% 合计

课堂数 44 70 19 8 4 145

占比 30.34% 48.28% 13.10% 5.52% 2.7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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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技并修，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技能培养融合统一落到实处。

2. 一部分“双导向”立项的课程负责人或任课教师不关心课程的教学改革，

依然我行我素，课堂教学模式没有一丝的新气象，置身教改之外。对国家的教

育改革发展态势和全新的教育教学理念不了解，对学校“双导向”教学要求没

有深入研究。在课堂教学中感受不到教育教学改革精神，体验不到新时代教育

教学改革的新活力。

3.同门课程或同专业的老师单打独斗，没有相应的集体备课，对专业标准、

课程体系、课程内容的重构与优化不了解；有一批中青年教师有“想改”的意

识，但是不知道“改什么”“如何改”，不知如何去实现。

4. 课堂教学设计能力不足或教学设计不合理、不科学，部分老师授课重点

不明确或根本就没有重点，个别教师课堂结构及时间把握不当，课堂教学有效

性和教学的质量意识缺乏。

5. 教学方式还是以“授”为主，没有创设面向人人参与、因材施教，人人

尽展其才的良好教学环境。从课后与这些教师的交流中得知，他们基本上没有

意识到自己的教学短板在哪里，甚至把课堂的无趣和教法的单一归咎于学生基

础薄弱。

三、教学督导的建议

（一）在全校范围内加强宣传，贯彻落实职教改革的相关文件及精神要义，

将课程思政融入课程目标中，增强课程思政的教育自觉；创设一种轰轰烈烈的

“双导向”教学改革氛围，提高教师的教改意识。

（二）“双导向”教学改革要在全院范围内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要立专

项在本院教师范围内普及“双导向”教改的核心内容，在物质上为“双导向”

课程改革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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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一门课程的任课教师互相间要加强交流和联络，加强教研室内的

集体备课集体听评课，加强互相学习；发挥教研室、专业带头人作用，组织专

业老师认真备课，认真做好教学反思，互相学习。

（四）教师本人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教育理论修养水平，多些投

入时间和精力认真备课，不要把“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挂在嘴上，而是要落实

到行动上，提升课堂教学设计能力，优化教学实施过程，使课堂结构合理，时

间安排科学、紧凑，增强课堂教学有效性和课堂教学的质量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