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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学年第 2 学期期中教学检查情况 
 

受疫情影响，本学期教学工作一直采用线上方式开展。为全面加强在

线教学工作的诊断与改进，教务处和质量管理处于 4 月 13 日至 4 月 30 日

联合开展了期中教学检查,情况如下。 

一、教学单位组织情况 

各教学单位均能按照学校整体部署，积极组织、开展在线教学工作，

按要求完成本学期主要教学任务。同时，各教学单位在线上教学实践中，

能结合自身实际，灵活采取措施，有效促进在线教学质量提升。其中，汽

车工程学院狠抓在线到课率，学生线上教学的到课率高于线下教学，部分

专业课程还巧妙地融入了思政教育，起到很好的育人效果；机电工程学院

在学生中广泛开展深入细致的问卷调研，并结合收集的意见给教师提出明

确的课程改进建议，有效提高在线教学效果；智能工程学院把学生工作和

线上教学工作相配合，有效保障了在线教学秩序；旅游商贸学院通过对线

上教学的反复研讨，初步总结形成了“问题导学+微课自学+小组互学+平台

辅学+评价促学”的教学生态链模式；建筑工程学院组织专业课教师普遍使

用“建筑云课”并为学生提供电子版专业教材和图集，极大地方便了学生

在线学习；生态环境学院将教学诊改工作方式融入日常教学工作，帮助教

师改进线上教学方法，同时实行定期学生班会制度，学生到课率相比期初

有显著提升；艺术设计学院定期开展在线教学研讨，形成会议纪要并及时

有效指导教师开展线上教学；公共教育学院通过组织各教研室定期召开教

研会议及六次院内公开课等方式让老师及时切磋线上教学方法，促进教学

效果不断提升，该院体育教研室探索制定的以“掌握健康科学的运动知识，

督促学生养成良好健身习惯”为目标的《疫情防控期间<大学体育>线上教

学实施方案》较好地规范了在线体育课程的教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疫情期

间不仅依然坚持开展在线集体备课活动，还在校园樱花盛开之季成功组织

了“‘樱’情守望，举国春晖”的思政课直播，获得了全校师生和社会的广

泛赞誉；心理与素质拓展教育中心一方面组织“心雨桥”专家团队，通过

热线电话、网络平台、公益讲座等多种方式，为全省乃至全国因疫情引发

的各类心理困扰的学校师生、专业人员及社会大众提供心理支持，一方面

还结合典型案例，开展了《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的集体备课，统一了教

学平台的使用；创新创业学院以“课赛融合”为改革方向，开展了较大幅

度的教学改革探索，并积极组织任课教师开展了集体备课和教学培训活动。 

二、课程在线实施情况 

表 1     在线课程情况实施检查统计表 

教学单位 

在线

课程

门次 

一门课

最多作

业次数 

一门课

最少作

业次数 

作业少

于 5 次

课程数 

一门课最

多登记生

均过程成

绩次数 

一门课最

少登记生

均过程成

绩次数 

生均过程

成绩少于 5

次课程数 

汽车工程学院 72 20 1 15 51 0 21 

机电工程学院 82 20 0 20 14 0 24 

智能工程学院 70 20 0 19 37 0 32 

旅游商贸学院 100 32 0 24 36 1 25 

建筑工程学院 70 20 2 5 39 4 6 

生态环境学院 16 17 4 1 9 3 2 

艺术设计学院 26 24 0 9 16 0 13 

公共教育学院 105 17 2 4 34 5 0 

马克思主义学院 26 25 2 2 61 0 3 

心理与素质中心 11 12 3 2 32 3 2 

双创学院 20 2 1 20 2 1 20 

合    计 598 32 0 121 61 0 148 

（此表根据各单位自查表汇总统计而得） 

截至第 10 周，全校共开设在线课程 598 门。从督导听课情况看，所有

在线教学教师已经渡过最初窘急状态，逐步开始适应，在线教学进入稳步

实施阶段。统计显示，为保证教学质量，大多数教师付出了比平时更多的

精力，精心设计课程内容、加强教学过程管理、督促学生有效学习。在线

下教学中，注重以学生为中心设计课程和管理课堂的教师，普遍更能结合

线上教学的特点，把在线课程实施得更加顺畅。 

三、学生到课情况 

全校平均到课率与期初持平，且最低到课率从期初的 57%提高到 76%。

期初教学检查发现生态环境学院因生源结构复杂，学生自我约束能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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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课率较低，经该学院全面深入诊改，期中教学检查的到课率有大幅度提

升，尤其是近两周，到课率均在 90%以上。据最新统计，第 6-11 周，建工、

智能、机电、公共、马院、心理等六个学院的平均到课率比期初有所下降，

反映出学生可能已进入在线学习的“疲惫期”，提醒各学院要对学风问题要

常抓不懈。 

表 2   2019～2020 学年第 2 学期（6-11 周）到课率抽查统计表 

教学单位 
最低 

到课率 

平均 

到课率 

期初平均

到课率 
教学单位 

最低 

到课率 

平均 

到课率 

期初平均

到课率 

汽车学院 88% 97% 97% 艺术学院 94% 98% 98% 

机电学院 76% 94% 95% 公教学院 76% 93% 96% 

智能学院 86% 97% 98% 马克思主义学院 84% 96% 99% 

旅商学院 88% 97% 96% 心理中心 92% 97% 100% 

建工学院 76% 96% 99% 双创学院 91% 96% 未开课 

环境学院 78% 87% 74% 全校合计 76% 95% 95% 

四、存在问题 

1.教学计划未全部实施。依照人才培养方案，本学期计划开设 686 门

课程（不含顶岗实习等），目前已在线实施 598 门，在线开设率达 87%，但

仍有 80 余门课程未开设。主要原因一是部分实践类课程不适合线上开展，

二是极个别教师完全没有线上教学能力，无法开展。 

2.在线课时效率有待提高。一是线上教学每节课时间由教师自己掌握，

没有铃声统一上下课，存在部分老师提前 5分钟甚至 15 分钟下课而没能上

足课时的现象；二是少数老师想通过“点名”等形式提高学生在线听课率，

但往往一节课点两次名就耽误近半节课时，不点名或互动不科学又导致学

生仅挂线上课人却“溜号”。因此，部分课程 45 分钟的课时效率较低。 

3.在线教学质量还需提升。各单位在实施在线教学时，虽然大部分教

师都加强了对学生的学习过程管理，为此还付出了比线下教学更多的时间、

心力。但仍有一部分教师课堂管理松散、懈怠，特别是部分在线下教学中

就不太管理学生的教师，直接把线下课堂简单的搬到线上，仍然以“满堂

灌”的方式唱“独角戏”，或者直接把网络课程丢在群内，没有自己针对课

程的设计、分析和讲解，全程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与学生互动，也没有对学

生进行必要的课堂管理，这些教师的在线教学效果很差，质量有待进一步

提升。 

4.少数课程安排不够合理。线下教学安排中，对于一些实践性较强的

专业课程，基于实践环节的需要，往往会三节、四节连排，个别课程因特

殊原因甚至八节连排。但在线上教学期间，这些课程若仍多节连排，容易

导致自控能力不高的学生很快分散精力和对课程倦怠厌学，致使教学效果

大打折扣。 

5.教研活动效果尚需加强。从检查情况看，各教研室教研活动开展已

经逐步常态化，这比过去要好的多。但也发现，各单位教研活动多数限于

完成任务，能自主的、有目的有质量的开展的并不多，大多数教研活动仅

限于每人发言、各说各的，但最终如果不加提炼，往往达不成共识、形不

成结论，无法更有效的指导实践，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6.教学文档规范仍需增强。大多数教师都能及时填写教学日志，但仍

然存在授课计划和教学日志填写过于简单和内容不一致、授课内容条理不

清、没有逻辑等问题。 

五、改进建议 

1.深入研究在线教学规律。鉴于疫情发展和线上教学及混合式教学的

发展趋势，建议学校层面对在线教学开展较为深入的研究，或多组织一些

在线公开课或校内培训活动，针对我校在线教学出现的各类问题，探索一

些更加具体的指导意见，最好能形成相应的制度规范。 

2.加强在线教学运行管理。疫情突如其来，线上教学原是应急之举，

目前尚没有统一标准与规范，但如有可能，建议还是尽早明确一些具体事

项，以方便各二级学院实施。如：可否将本学期未开的“强实践性课程”

明确调整到下学期开设？可否进一步明确在线教学基本规范如上课时间、

课表编排以及在线教学时师生的基本要求（包括课后作业布置及批阅），目

前主要是靠教师个人自觉，是松散状态；还有在线教学如何开展考试以及

极少数学生未参加在线教学后续怎么办等问题，建议最好都能予以明确。 

3.优化在线教学文档版式。目前授课计划和教学日志还是沿用线下教

学使用的样式，且两者分开填写，许多内容（如基本信息、课程内容）是

重复填写，既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也不能清楚反映授课计划的实施状况。

建议结合在线教学特点，优化版式，把二者合二为一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