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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控简报 

（2021—2022 学年第四期） 

一、线上教学督导听课情况 

线上教学第四周，校级督导组共线上督导听课 38 人次，其

中 2021级新生授课教师 28人次，2020级授课教师 10 人次，最

高分 95分，最低分 87 分。督导组反馈：我校教师教学内容充实

详尽，授课循循善诱，引发学生思考，激发学习热情；课中为学

生提供固定答疑环节，师生互动交流畅通，作业内容、上交渠道

及形式设计合理。 

各系部质控工作小组按照督导工作方案，组织系部督导员听

课 61 人，具体如下： 

 

 

 

  

 

 

 

二、线上教研活动督导情况 

第四周，校级督导员参加并听取了医学影像检查技术教研室

和老年护理教研室的线上教研活动。督导组反馈：医学影像检查

技术教研室着重对新进教师的备课和教学任务做了详细布置，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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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教师实验室安全教育，引导教师重视实验室纪律；老年护理教

研室教研活动组织认真，主题明确，教师积极发言，并结合讲课

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三、系部线上教学工作亮点与特色 

系部 工作亮点与特色 

护理系 

1) 第 4周开设 11门课程，其中 2020级 10门，2021级新生 1门， 

直播率 100%，学生到课率 96%，课后作业完成率在 90%左右。 

2) 授课教师坚持课前签到下课签退，对严重缺课、不做作业、不 

参加教学互动的学生进行记录，较真实的反映了学生学习情况。 

3) 社区康复护理教研室开展集体备课，进行课程设计，以问题导 

入进行启发式教学，强化重难点，布置绘制家系图作业等促使学生牢

固掌握授课内容。 

4) 针对线上教学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整改措施，如以公告、通 

告等方式使学生明确学习任务，形成课前-课堂-课后各学习环节闭环

管理；线上教学互动以客观题为主，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课后以录

制视频和照片等方式提交学习任务，拓展师生交流互动模式。 

医学技术系 

1) 第 4周开设 8 课程，课程直播率 100%，学生到课率约 99%。对 

未能及时听课学生已进行沟通和教育。 

2) 医学影像诊断教研室开展线上教研活动讨论，要求教师线上教 

学着装得体，仪表端庄，上课时与学生积极沟通，加强交流。 

3) 教师课后提醒学生及时完成作业，对作业完成情况进行统计通 

报，学生作业完成情况有明显好转。 

药学系 

1) 第 4周共开出 15门线上课程，由 11名教师讲授，共完成在线 

课时数 114个，课程直播率 100%，到课率 99%。 

2) 组织新生班级辅导员详细了解新生线上学习情况，组织 22名 

新生分享线上学习经验和一日学习经过。发现：大部分学生学习积极

性较高，按时完成学习任务。但受设备和网络影响，师生互动效果不

理想；学生课堂笔记内容偏多，影响学习效果；个别学生自律性较差，

学习效果不好。提出下一步工作要求，如教师做好线上授课效果摸底，

并尽早做好线上与线下课程的衔接安排。 

医学系 

1) 第 4周共开设 18门课程，课程直播率 100%，学生到课率达 99%。 

系部线上督导听课 12 人次，督导评价最高分 99分，最低分 92分。 

2) 召开系部督导员线上工作会议，针对线上教学存在的问题作出 

及时调整,持续保障线上教学质量。 

检验系 

1) 第 4周开设 5 门课程，其中 2020级 3门，2021 级新生 2门课 

程，系督导组督导听课覆盖率 100%。 

2) 讲授《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的钱丽丽老师在线上教学中， 

注重引导学生思考，用动画、举例等方式帮助学生理解重难点。讲授

《微生物检验》的李振江老师授课中依据检验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

大纲确定授课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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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部 

第 4周开设 1门课程，在线授课教师 7人，授课教学班级 39个，

在线学习学生 4035 人。所有教师均运用超星学习通教学平台+直播的

方式进行线上教学，直播率 100%，学生线上课程到课率达 99.6%。 

体育部 

1) 第 4周共开设 6门课程，课程直播率 100%，2021级新生到课 

率 99%，签到率 99%，2020 级学生到课率 99.8%，签到率 99.8%，授课

教师完成企业微信在线教学数据统计上报率 100%。 

2) 线上课程精细化建设。体育课教学注重学生体验与收获，开启 

以学生为中心的线上课程设计，针对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开展分层教

学，授课老师根据各班实际情况提供针对居家锻炼的相关体育锻炼方

法，引导学生科学自主的锻炼，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 

3) 体育课教学旨在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树立健康意识，引导师 

生健康度过“疫”期，通过灵活的教学方式，实现了学生强身健体的

需求，增强了抵抗力，对疫情期间宅家焦虑起到了缓解作用。 

4) 创编个性化教学课件，选用恰当的教学方法，采用奖励性评价 

方法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 

1) 第 4周开设 4 门课程，课程直播率 100%，学生到课率 98%以上。 

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秦冰）以课堂小游戏“我是谁”为 

索引，鼓励学生进行自我介绍，进而引出自我意识的概念，既活跃了

课堂气氛，又联络了素未谋面的学生间的感情；以案例分析和课堂小

故事引发学生对于“社会比较”和完善自我意识的思考。《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张曼）利用心理团体辅导的形式，开展自我意识课程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使学生从自我出发，了解理论，从理论当中，收获自

我的成长。 

公共基础部 

1) 任课教师通过微信或钉钉建立班级学习委员工作群，配合老师 

课前提醒、课后督促，提高了课堂的出勤率和课后作业的完成率。 

2) 英语教学中穿插知识点考察，就语言点、课后练习进行提问 

，外教课程有中教老师课中协助答疑解惑，翻译重难点，做好班级网

课管理工作，完善网课扣分加分制度。 

基础医学部 

1) 第 4周课程直播率 100%，学生到课率 98%以上。组织系部督导 

组听课评价 8名教师，最低分 90.33分，最高分 93分。 

2) 生理教研室组织了在线教研活动，对线上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展开讨论，针对生理学第四章（血液循环）教学内容进行集体备课，

研讨重难点和教学方法。完善线上教学平台资源建设，对资源建设进

行分工，所有章节的教学资源进行完善，以更好的服务于在线教学。 

3) 组胚教研室本周发布了《肌组织》、《神经组织》、《循环系统》 

的章节考试。线上考试可即时发布成绩和题目解析，目前已有超三分

之二的学生进行了测试，及格率在 80%以上。 

4) 病理生理教研室课后提供学生答疑通道，学生可通过学习通班 

级群或者微信将自己学习中遇到的疑问及时发送给老师，老师会随时

关注并做出及时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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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线上教学存在的问题  

1. 线上教学状态需进一步调整，有的教师语调过于平缓，课 

堂气氛沉闷，有的教师语速较快，授课语言不够精简，对知识点

的理解不够准确，讲解不够充分和深入。 

2. 课堂互动性差，教师讲解占比过长，学生课堂参与度低。 

3. 教师线上教学工作量大，线上教学对直播设备和网速等硬 

件要求较高，部分教师带教两个年级的课程，需要使用手机、电

脑在各教学平台间互相切换，心理压力大。 

    4.我校班级人数普遍偏多，线上授课无法面对面真正感知和

把控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学校效果，个别学生线上学习的自觉性

差，本周对 19个班级的校级督导中发现，有近 22位学生未及时

上课。特别在中秋节期间，学生请假、中途突出课堂等现象较多。 

五、下一步工作建议与对策 

1.整合教学资源，引导教师逐步过渡到 1—2 个教学平台，

便于沉淀教学数据，为教学持续改进提供更多真实的数据支撑。

同时，通过大数据分析从多维度挖掘教学成效，积极开展线上教

学研究。 

2.依托常态化校系两级教学监控，鼓励教师们互相开展全方

位在线听评课活动，各系部可组织学习优秀教师的在线课程。 

3.深入了解学生对课程的掌握程度，做好线上、线下课程的

平稳衔接。 

                               质量控制办公室 

                               2021年 9 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