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级教学督导课堂教学评价

质量报告（双周）

2023-2024-1 学期 第 3-4 教学周

教学质量管理处

2023 年 10 月



1

校级教学督导课堂教学评价质量报告（双周）

2023-2024-1 学期第 3-4 教学周

本学期第 3-4 教学周教学督导的工作以课堂听课、监控室看课为

主。本双周教学评价质量报告内容增加了与第 1-2 教学周课堂评价的

比较分析、教学督导复听评价分析。根据督导课堂教学评价数据，现

将2023-2024-1学期第3-4教学周校级专职教学督导课堂教学评价情

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第 3-4 教学周教学督导员共听课评价了 262 个课堂，覆盖课程

180 门，教师 255 人。本双周听课课堂中优秀（A 等级）课堂 30个，

占 11.45%；良好以下(C等级）课堂 9个，占 3.44%。优秀（A等级）

课堂中，教育学院比例最高，占该学院被评课堂的 25.00%。各学院

被评课堂和教师情况见下表。

表 1-1 第 3-4 周各学院被评课堂与教师数量统计

学院名称 课堂数量 教师数量
优秀课堂

良好课堂
良好以下课堂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城市建设学院 14 14 1 7.14% 13 0 0.00%

管理学院 27 27 5 18.52% 21 1 3.70%

会计学院 26 25 1 3.85% 24 1 3.85%

教育学院 16 16 4 25.00% 12 0 0.00%

经济学院 11 11 1 9.09% 10 0 0.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 13 1 7.69% 12 0 0.00%

人工智能学院 39 39 4 10.26% 35 0 0.00%

体育学院 27 27 2 7.41% 25 0 0.00%

外语外事学院 30 30 3 10.00% 23 4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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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课堂数量 教师数量 优秀课堂 良好课堂 良好以下课堂

艺术与传媒学院 59 53 8 13.56% 48 3 5.08%

总计 262 255 30 11.45% 223 9 3.44%

第 3-4 教学周，校级教学督导员每天一次分时段到监控室对武汉

校区进行看课检查，共进行 9 次。督导通过监控看课发现，一位教师

上课长时间播放视频无讲解，另一位教师长时间坐在椅子上授课。学

院收到督导反馈后及时调查核实情况，并进行听课督促整改。与第

1-2 周相比，学生前排就座率低和学生抬头率低的现象减少，但仍有

学生做与上课无关的事情，需要继续加强课堂管理。

二、教师教学评价情况分析

（一）评价得分总体情况

第 3-4 教学周被评的 255 名教师平均得分为 85.57，比本学期第

1-2 周提高了 0.45 分。其中得分在 70-79.9 的有 7 人，占被评教师

数的 2.75%；在 80-89.9 的有 218 人，占 85.49%；在 90-100 的有 30

人，占 11.76%。统计数据显示有 125 人得分在平均分以下，130 人得

分在平均分以上。

第 3-4 教学周参评的教师中，专职教师的总平均分高于外聘教师，

外聘教师均为中、高级职称，其平均分比中、高级职称的专职教师平

均分低 1.65 分（具体见下表）。

表 2-1 教师类型和教师职称平均分统计

教师类型 职称 教师数 平均得分 教师数 平均分

专职教师

高级职称 64 86.83

236 85.68中级职称 56 86.26

初级职称 116 84.73

外聘教师

高级职称 16 84.98

19 84.92中级职称 3 84.60

初级职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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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学院教师评价得分情况

如图 2-1 所示，与本学期第 1-2 教学周相比，本双周管理学院、

体育学院、人工智能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城市建设学院、会计学

院和经济学院的被评教师平均分环比上升；教育学院、艺术与传媒学

院和外语外事学院的被评教师平均分环比下降。其中外语外事学院平

均分环比差值最大，为 2.06 分。原因主要是第 3-4 周咸宁校区听课

评价占比较多，以重点听课帮扶新老师为主。

图 2-1 各学院被评教师平均分环比对比

第 3-4 周各学院参评课堂分数总标准差为 3.30，其中马克思主

义学院标准差最小，说明该学院参评课堂分数的离散程度最小，课堂

间分数差异最小；外语外事学院标准差最大，说明该学院参评课堂分

数的离散程度最大，不同课堂之间分数差异最大（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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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各学院参评课堂分数标准差统计

（三）咸宁校区整体听课情况

第 3-4 周教学督导在咸宁校区共听课评价了 60 个课堂，涉及除

艺术与传媒学院外其它九个学院。其中优秀课堂 1 个，占 1.67%，无

良好以下课堂。从各学院平均得分来看，9 个学院总体平均分为 84.72，

较第1-2周环比提高0.61分。较全校262个课堂总平均分低0.85分；

除会计学院外，其余 8 个学院平均得分均低于本学院全校总平均分

（见表 2-2）。

表 2-2 咸宁校区各学院被评课堂分数及等级统计

学院
听课

次数

评价等级
咸宁校区

平均分

全校总

平均分优秀 良好 良好及以下

城市建设学院 13 1 12 0 84.65 84.90

管理学院 3 0 3 0 86.07 86.48

会计学院 6 0 6 0 85.13 84.79

教育学院 6 0 6 0 83.63 86.85

经济学院 2 0 2 0 84.10 84.64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0 1 0 83.00 85.24

人工智能学院 7 0 7 0 83.83 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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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院 12 0 12 0 85.65 86.31

外语外事学院 10 0 10 0 84.64 85.10

总体 60 1 59 0 84.72 85.57

9 月份教学督导在咸宁校区抽查各学院专升本课堂到课情况，教

育学院到课率达到100%，其它7个学院平均到课率均达到90%以上（具

体见图 2-3）。

图 2-3 咸宁校区专升本课堂到课率情况统计

三、课堂教学评价情况分析

（一）理论课教学评价分析

第 3-4 周被评的理论课堂共 163 个，涉及所有学院，平均分为

85.64。从评价指标得分情况看（见表 3-1），“教学态度”中所有

指标和“教学能力”中指标 14得分较高，得分率均超过 90%。

从各学院评价内容得分情况看（见表 3-2），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学态度”指标得分最高；艺术与传媒学院“教学内容”指标得分最高；

人工智能学院“教学方法”指标得分最高；经济学院“教学能力”指

标得分最高；管理学院“教学效果”指标得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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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理论课教学评价各项指标总体得分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满分 得分 得分率

教学态度

（10 分）

1.教学文件规范，大纲、教案、教材、进度表、学生名册等资料齐

全。
2.00 1.91 √95.50%

2.课堂教学符合教学大纲，与教学进度表一致。 2.00 1.90 √95.00%

3.为人师表、行为规范，仪表端庄、教态自然，精神饱满、声情并

茂。
6.00 5.76 √96.00%

教学内容

（30 分）

4.注重科学性，内容充实，信息量适当，渗透专业思想，符合培养

目标。
8.00 6.70 83.75%

5.反映或联系学科发展新思想、新概念、新成果。 6.00 4.81 80.17%

6.注重思政教育，教学内容与生产实践、企业行业以及创新创业紧

密结合。
8.00 6.51 81.38%

7.准确把握重点和难点，针对性强，注重素质训练和能力培养。 8.00 6.90 86.25%

教学方法

（18 分）

8.学为主体，教为主导，师生互动，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

念。
9.00 7.87 87.44%

9.课堂组织技巧丰富，教学方法与手段灵活多样，运用得当。 9.00 7.35 81.67%

10.科学、合理、有效使用教学信息化手段，板书清晰美观，使用

得当。
7.00 5.77 82.43%

教学能力

（20 分）

11.课堂驾驭能力强，教学秩序井然。适时关注学生听课状态。 4.00 3.54 88.50%

12.教学时间分布合理，课堂应变能力强，教学环节完整。 6.00 5.10 85.00%

13.讲授条理清楚，层次分明，深入浅出，逻辑性强。 6.00 5.32 88.67%

14.普通话讲课，语言清晰流畅，表达准确、生动、易懂。 4.00 3.70 √92.50%

教学效果

（15 分）

15.启发性强，能有效调动学生思维和学习积极性。 9.00 7.59 84.33%

16.感染力强，课堂氛围活跃，学生参与度高，学习获得感强。 6.00 4.90 81.67%

总平均分 100 85.64 85.64%

表 3-2 各学院理论课教学评价各项指标得分

学院名称 总得分
被评

次数
教学态度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能力 教学效果

各学院平均分 85.64 16.3 9.57 24.92 20.99 17.66 12.49

艺术与传媒学院 87.36 11 9.85 26.91 20.36 17.86 12.38

教育学院 87.22 13 9.39 26.24 21.33 17.47 12.79

管理学院 86.59 28 9.54 25.12 21.30 17.62 13.00

体育学院 85.68 8 9.55 25.00 21.13 17.85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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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总得分
被评

次数
教学态度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能力 教学效果

人工智能学院 85.55 35 9.48 24.35 21.57 17.42 12.72

马克思主义学院 85.24 14 9.91 24.45 20.90 17.97 12.00

经济学院 84.64 11 9.24 24.48 20.41 18.28 12.22

城市建设学院 84.64 11 9.89 25.02 20.40 17.17 12.16

外语外事学院 84.64 10 9.48 24.48 21.36 16.96 12.36

会计学院 84.46 22 9.60 24.43 20.29 18.06 12.08

（二）实验实训课教学评价分析

第 3-4 周被评的实验实训课堂共 17 个，总平均分为 86.41，涉

及会计学院、城市建设学院、管理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和教育学院和

艺术与传媒学院。

从评价指标得分情况看（见表 3-3），“教学态度”中的指标 2、

指标 3和指标 4 得分率较高，指标 5 得分率较低，低于 80%；“教学

内容”中的指标 6、“教学方法”中的指标 11、“教学能力”中的指

标 13、指标 14、“教学效果”中的指标 18得分率均超过 90%；指标

16 得分率较低。

从各学院评价内容得分情况看（见表 3-4），总得分最高的是艺

术与传媒学院。“教学态度”上，城市建设学院得分最高；“教学内

容”和“教学能力”上，艺术与传媒学院得分较高；“教学方法”上，

会计学院得分最高；“教学效果”上，管理学院得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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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实验实训课教学评价各项指标总体得分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满分 得分 得分率

教学态度

1.大纲、实验指导、学生名册齐全。实验器材与软件准备充分。 2.00 1.80 89.83%

2.教师仪表端庄、精神饱满、着装整洁，提前 10 分钟到达实验室。 2.00 1.99 √99.33%

3.实验过程中悉心指导学生操作，巡视主动，及时解决学生实验

中出现的问题。
7.00 6.58 √93.95%

4.不随意离开课堂、不做与实验无关事情。 2.00 1.99 √99.33%

5.批改实验报告及时、认真、评分合理。 7.00 5.45 ×77.86%

教学内容

6.实验目的明确，内容丰富，安排适当；符合教学大纲要求，与

教学进度表保持一致。
6.00 5.41 √90.22%

7.实验原理、实验方法科学严谨。 9.00 7.29 80.96%

8.能够联系生产实践和企业行业标准。 9.00 7.37 81.89%

9.实验数据、结果的处理方法正确。 6.00 4.86 80.94%

教学方法
10.实验组织安排合理，讲解重点突出，难点讲懂。 8.00 6.82 85.29%

11.能够边演示边讲解，注意师生沟通，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8.00 7.41 √92.67%

教学能力

12.着力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创造性。 8.00 6.78 84.75%

13.课堂管理规范有序，课堂秩序好。 3.00 2.81 √93.67%

14.普通话标准，语言表达清晰、流畅。 3.00 2.88 √96.00%

教学效果

15.实验中学生动手率高,基本掌握规范操作，达到实验预期效果。 6.00 5.00 83.39%

16.加深了对重要知识点的理解，动手能力和实验技能获得提升。 6.00 4.80 ×80.00%

17.突出学生主体地位，积极参与实验操作，团队协作精神良好。 4.00 3.35 83.83%

18.无仪器设备损坏，无安全事故发生，实验室整洁。 4.00 3.83 √95.67%

总平均分 100 86.41 86.41%

表 3-4 各学院实验实训教学评价各项指标得分

学院名称 总得分 被评次数
教学态度

（20 分）

教学内容

（30 分）

教学方法

（16 分）

教学能力

（14 分）

教学效果

（20 分）

各学院平均分 86.41 1.8 18.32 24.13 13.69 11.73 16.89

会计学院 86.60 4 18.60 24.40 14.94 11.80 17.20

城市建设学院 85.87 3 19.06 24.40 13.86 12.00 16.53

管理学院 83.40 1 16.80 24.00 12.80 11.80 18.00

人工智能学院 80.60 1 18.60 22.80 11.20 11.20 16.80



9

学院名称 总得分 被评次数
教学态度

（20 分）

教学内容

（30 分）

教学方法

（16 分）

教学能力

（14 分）

教学效果

（20 分）

教育学院 80.40 1 16.40 24.00 12.80 11.20 16.00

艺术与传媒学院 88.66 7 18.03 25.45 14.62 13.28 17.26

（三）艺术类课程教学评价分析

1.艺术类理论课教学评价分析

第 3-4 周被评的艺术类理论课堂共 17 个，平均分 84.66，均在

艺术与传媒学院。其中“教学态度”中的指标 3和“教学能力”中的

指标 14得分率较高，超过 90%。“教学方法”中的指标 9、“教学能

力”中的指标 13得分相对较低（见表 3-5）。

表 3-5 艺术理论课教学评价各项指标总体得分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满分 得分 得分率

教学态度

1.教学文件规范，大纲、教案、教材、进度表、学生名册等资

料齐全。
2.00 1.62 81.00%

2.课堂教学符合教学大纲，与教学进度表一致。 2.00 1.74 87.00%

3.为人师表、行为规范，仪表端庄、教态自然，精神饱满、声

情并茂。
6.00 5.44 √90.67%

教学内容

4.课程内容符合培养目标，有深度、广度，渗透专业思想，使

用质量高的教学资源。
8.00 6.49 81.13%

5.注重 PPT 演示等教学内容编排的逻辑性、合理性，确保达到

教学目标。
6.00 5.22 87.00%

6.教学内容能反映学科发展新思想、新概念、新成果，将社会

需求新变化纳入教学内容。
8.00 6.59 82.38%

7.融合课程思政，与项目实践、企业行业以及创新创业紧密结

合。
8.00 6.49 81.13%

教学方法

8.学为主体，教为主导，师生互动，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育理念。
9.00 7.94 88.22%

9.确保辅导实践环节与理论讲解对应，通过作业实践深入理解

专业知识。
9.00 7.20 ×80.00%

10.科学、合理、有效使用教学信息化手段，板书清晰美观，使

用得当。
7.00 5.93 84.71%

教学能力

11.课堂驾驭能力强，教学秩序井然。适时关注学生听课状态。 4.00 3.58 89.50%

12.理论讲解重难点突出，作业与实践环节进度适当，教学管理

有效。
6.00 4.87 81.17%

13.能将应用型专业课程转化和实现相应的成果。 6.00 4.8 ×80.00%

14.普通话讲课，语言清晰流畅，表达准确、生动、易懂。 4.00 3.86 √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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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满分 得分 得分率

教学效果
15.能有效调动学生思维和学习积极性，在课堂上完成高品质相

关作品。
9.00 7.73 85.89%

16.感染力强，课堂氛围活跃，学生参与度高，学习获得感强。 6.00 5.15 85.83%

总平均分 100 84.66 84.66%

2.艺术类指导课教学评价分析

（1）评价指标得分

第 3-4 周被评的艺术类指导课课堂共 25个，平均分为 84.58，

主要在艺术与传媒学院和教育学院。从表 3-6 具体指标评分情况看,

“指导态度”中指标 2和指标 3、“指导内容”中的指标 7和“指导

方法”中的指标 8得分较高；“指导内容”中的指标 5 和指标 6、“指

导方法”中的指标 11评分较低。从表 3-7 可见，教育学院总得分高

于艺术与传媒学院。

表 3-6 艺术类指导课各评价指标得分情况

评价

内容
评价指标 满分 得分 得分率

指导

态度

1.教学文件规范，课程教学大纲、教案、教材、进度表、学生名册

等资料齐全。
2.00 1.71 85.50%

2.课堂教学符合教学大纲，与教学进度表一致。 2.00 1.82 √91.00%

3.为人师表、行为规范、仪表端庄、教态自然、精神饱满、悉心指

导。
6.00 5.71 √95.17%

指导

内容

4.内容饱满，注重科学性、实践性、操作性，课内实践指导与课堂

理论讲授互相对应，相辅相成，渗透专业思想，符合培养目标。
8.00 6.66 83.25%

5.反映学科发展新思想、新概念、新成果，将社会需求新变化纳入

课内教学指导中,与项目实践、学科竞赛，企业行业及创新创业等紧

密结合。

6.00 4.80 ×80.00%

6.注重课程思政，有机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渗透情感、态度、价值

教育。
8.00 6.40 ×80.00%

7.准确把握重难点，注重学生技能训练和艺术素养、人文修养的培

养。
8.00 7.30 √91.25%

指导

方法

8.学生实践为主、教师指导为辅，注重生生互动，师生互动，点评

互评，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5.00 4.56 √91.20%

9.综合运用案例法、演示法、讨论法、视听法、模拟场景等方法，

注重问题引导，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文化鉴赏能力和对艺术的感悟

能力。

8.00 6.53 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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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内容
评价指标 满分 得分 得分率

10.课内实践指导针对性强，“一对多”指导，注重共性问题，及时

提示、引导；“一对一”指导，聚焦个性问题，交流探讨问题存因，

给出打磨改进“作业（作品）”的相关建议。

8.00 6.98 87.25%

11.科学、合理、有效使用教学信息化手段，板书清晰美观，使用得

当。
4.00 3.20 ×80.00%

指导

能力

12.课堂驾驭能力强，教学秩序井然，适时关注学生自主实践状态和

任务、项目、作业（作品）等进程。
5.00 4.28 85.60%

13.教学时间分布合理，课堂应变能力强，善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5.00 4.08 81.60%

14.教学设计新颖，任务（命题）明确、要求具体、表达准确、简明

扼要、环节完整、彰显个性、引例恰当、示范娴熟、交流及时、建

议合理、点评专业、鼓励创新。

10.00 8.08 80.80%

指导

效果

15.启发性强，能有效调动学生思维，拓宽设计视野，激发创作灵感 7.00 5.88 84.00%

16.获得感强，学生参与度高，高质量按要求完成指定的课内任务、

项目、作业（作品）。
8.00 6.59 82.38%

总平

均分
100 84.58 84.58%

表 3-7 各学院艺术类指导课评价指标得分

学院名称 总得分
被评

次数
指导态度 指导内容 指导方法 指导能力 指导效果

各学院平均分 84.58 12.5 9.24 25.16 21.27 16.44 12.47

教育学院 87.70 2 10.00 25.60 20.80 17.00 14.30

艺术与传媒学院 84.30 23 9.19 25.11 21.31 16.40 12.31

（四）外语类课程教学评价分析

1.外语理论课教学评价分析

第 3-4 周被评的外语理论课堂 19 个，平均得分为 85.13，均在

外语外事学院。其中“教学态度”中指标 2、“教学内容”中指标 4、

指标 7和“教学能力”中指标 11和指标 12 得分率较高；“教学内容”

中指标 5、指标 6，“教学方法”中指标 9得分率较低（见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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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外语理论课教学评价各项指标总体得分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满分 得分 得分率

教学态度

1.教学文件规范，大纲、教案、教材、进度表、学生名册等

资料齐全。
2.00 1.79 89.50%

2.课堂教学符合教学大纲，与教学进度表一致。 2.00 1.89 √94.50%

3.为人师表、行为规范，仪表端庄、教态自然，精神饱满、

声情并茂。
6.00 5.31 88.50%

教学内容

4.内容充实，信息量适当，注重知识、能力、素质培养，符

合培养目标,注重科学性，渗透专业思想。
8.00 7.33 √91.63%

5.反映学科发展，体现前沿性与时代性的新思想、新概念、

新成果。
6.00 4.74 ×79.00%

6.注重思政教育，教学内容与生产实践、企业行业以及创新

创业紧密结合。
8.00 6.23 ×77.88%

7.准确把握重点和难点，针对性强，注重语言能力训练和文

化素质培养。
8.00 7.49 √93.63%

教学方法

8.学为主体，教为主导，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充分体现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9.00 7.67 85.22%

9.课堂组织技巧丰富，熟练运用启发式、案例式、讨论式，

情景式等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独立思考和跨文

化交际能力。

9.00 7.20 ×80.00%

10.科学、合理、有效使用现代教学信息化手段，课件设计合

理，板书规范，简明清晰。
7.00 5.67 81.00%

教学能力

11.课堂驾驭与应变能力强，教学秩序井然，适时关注学生学

习状态。
4.00 3.71 √92.75%

12.授课思路清晰，表达准确，逻辑严谨，层次分明，深入浅

出，讲练结合。
6.00 5.56 √92.67%

13.课程设计充分体现高阶性、创新性与挑战度，教学时间分

布合理，教学环节完整。
6.00 4.86 81.00%

14.外语授课，吐词清晰，发音准确，语速适中，语音语调流

畅,形体语言运用恰当。
4.00 3.45 86.25%

教学效果
15.启发性强，能有效调动学生思维和学习积极性，注重 OBE
产出导向。

9.00 7.29 81.00%

16.感染力强，课堂氛围活跃，学生参与度高，学习获得感强。 6.00 4.93 82.17%

总平均分 100 85.13 85.13%

2.外语实训课教学评价分析

第 3-4 周被评的外语实训课堂共 1 个，平均得分为 89.20，在外

语外事学院。“教学内容”中的指标 6、“教学方法”中的指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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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9、指标 10，“教学能力”中的指标 13和“教学效果”中指标

15、和指标 16 得分率为 80%，其余各项指标均为满分（见表 3-9）。

表 3-9 外语实训课教学评价各项指标总体均分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满分 得分 得分率

教学态度

1.教学文件规范，教学大纲、教案、实训指导书或教材、进

度表、学生名册等资料齐全。实训器材与软件准备充分。
2.00 2.00 √100.00%

2.为人师表、行为规范、仪表端庄、精神饱满、着装整洁，

提前 10 分钟到达实训课堂。
2.00 2.00 √100.00%

3.主动巡视，悉心指导，答疑解惑，及时发现和解决实训中

出现的问题。
6.00 6.00 √100.00%

教学内容

4.目的明确、内容丰富、任务饱满，符合教学大纲要求，与

教学进度表保持一致。
7.00 7.00 √100.00%

5.注重课程思政，科学性，实践性、渗透专业思想，符合培

养目标。
8.00 8.00 √100.00%

6.参与学科竞赛、专业技能大赛，企业行业以及创新创业紧

密结合。
7.00 5.60 ×80.00%

7.准确把握重难点，注重外语语言技能训练和跨文化交际能

力的培养。
8.00 8.00 √100.00%

教学方法

8.以学生实践为主，教师指导为辅，注重师生互动，生生互

动，点评互评，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培养学

生创新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

9.00 7.20 ×80.00%

9.综合运用启发式、案例式、讨论式、情景模拟式等教学方

法，注重问题导入，文化比较，成果导出。
9.00 7.20 ×80.00%

10.科学、合理、有效使用教学信息化手段，板书清晰美观，

简明扼要。
7.00 5.60 ×80.00%

教学能力

11.教学设计以语言运用为核心，坚持用中学，学中用，学用

结合，学以致用的原则，注重培养学生的语用输出能力。
5.00 5.00 √100.00%

12.课堂驾驭能力强，课堂秩序好，适时关注学生学习状态和

学习进程。
4.00 4.00 √100.00%

13.吐词清晰，发音准确，语速适中，节奏分明，语音优美，

语调流畅；表达自如，条理清楚，深入浅出，逻辑严谨。
7.00 5.60 ×80.00%

14.教学时间分布合理，教学环节完整。 4.00 4.00 √100.00%

教学效果

15.启发性强，能有效调动学生思维，拓宽学生视野，激发求

知欲。
8.00 6.40 ×80.00%

16.获得感强，学生参与度高，高质量按要求完成指定的课内

实训任务。
7.00 5.60 ×80.00%

总平均分 100 89.20 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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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体育技能课教学评价分析

第 3-4 周被评的体育技能课堂共 20 个，平均分为 86.56，均为

体育学院课堂。“教学态度”中所有指标、“教学方法”中指标 10

和“教学能力”中指标 13、指标 14 得分率较高；“教学内容”中指

标 6、指标 7、“教学效果”中指标 15和指标 16 得分率较低（见表

3-10）。

表 3-10 体育技能课教学评价各项指标总体得分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满分 得分 得分率

教学态度

1.教学文件规范，教学进度表、教案、教学情况记载表、秒

表、哨子齐全。
3.00 2.88 √96.00%

2.课堂教学符合教学大纲，与教学进度表一致。 2.00 1.94 √97.00%

3.为人师表、行为规范，仪表端庄、教态自然，精神饱满、

声情并茂。
4.00 3.92 √98.00%

4.提前 10 分钟到达教学场地，课前准备齐全(运动场地、器

械、设备等）。
2.00 1.96 √98.00%

5.不得随意脱离课堂，不做与教学无关事情。 4.00 4.00 √100.00%

教学内容

6.目的任务明确，课堂教学融入课堂思政。 5.00 4.00 ×80.00%

7.课堂运动负荷适当，练习密度和间歇安排合理。 10.00 8.00 ×80.00%

8.教学内容衔接紧凑，重难点突出，时间分配合理，队形及

空间分布均衡。
10.00 7.90 79.00%

9.注重安全教育，措施到位，准备活动组织得当，处理突发

事件及时。
10.00 8.10 81.00%

教学方法

10.讲解示范准确规范，教学方法得当。 9.00 8.64 √96.00%

11.因材施教、悉心指导，运动帮扶、动作改进合理，课后练

习布置恰当。
9.00 7.83 87.00%

教学能力

12.技术动作分解、整合、互动、启发有序，组织教学能力强。 8.00 6.48 81.00%

13.普通话标准，语言表达清晰、流畅。 4.00 3.92 √98.00%

14.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训练，课堂气氛活跃。 5.00 4.75 √95.00%

教学效果

15.知识、技术与技能达到教学预期的目标。 6.00 4.80 ×80.00%

16.学生能够基本掌握当堂所学的技术和技能。 6.00 4.80 ×80.00%

17.课后教学器械归位，教学场地整洁。 3.00 2.64 88.00%

总平均分 100 86.56 8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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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堂教学评价 A、C 等级课堂复听情况

复听是对督导初听课堂评价为A或C/D等级再次听课评价的一项

制度。其目的是保证教学评价质量信度和效度，维护评价对象和结果

的公平公正，也是对评 C/D 课堂加大指导帮扶力度的有效举措。第

3-4 周教学督导复听课堂 18 个，其中 2 个为评 A课堂，16 个评 C课

堂。具体见表 4-1 和表 4-2。

通过对比初评与复评结果发现，有一个课堂初听与复听分数差异

较大。督导初听该课堂时发现该教师教案非本人所写，备课不充分、

知识点讲解不清楚、时间安排不合理，直接导致评分较低。后来该教

师整改后主动要求督导复听，授课效果明显改善。大部分课堂前后两

次评价的分差较小。有 12 个课堂初听评 C，督导进行有针对性地帮

扶整改后，再次复听评价为 B。

表 4-1 评 A 课堂授课初听与复听分数对比

初听课堂 复听课堂

评价等级 A等级 A等级 B等级

课堂数量 2 1 1

平均分 90.90 88.90

表 4-2 评 C 课堂授课初听与复听分数对比

初听课堂 复听课堂

评价等级 评 C 评 B 评 C

课堂数量 16 12 4

平均分 79.01 82.43

五、主要存在问题

教情方面：部分教师授课内容未体现学科发展新思想、新成果，

没有将社会需求新变化纳入课内教学指导中；课程思政渗透不强，在

情感、态度、价值教育等方面与课程内容融入不够自然；没有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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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有效地将传统教学工具和现代教学信息化手段有机融合，个别

教师板书质量不高；课堂活动形式单一，多以传统课堂问答式为主，

没有综合运用启发式、案例式、讨论式、情景模拟式等教学方法；对

学生启发性不强，不能有效调动学生思维，拓宽学生视野，激发求知

欲；学生获得感不高，参与度不高；个别教师课堂组织能力和课堂管

理仍需加强。

此外，马克思主义学院一名教师上课迟到 38分钟，认定为二级

教学事故，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一名教师上课迟到 6分钟，认定为三级

教学事故。

学情方面：部分课堂学生手机未入袋，部分课堂学生睡觉、玩手

机现象较为突出。部分课堂互动不足，教师讲课提问学生无反应亦无

反馈。

教学管理与保障方面：会计学院咸宁校区学生在普通教室上实验

实训课，建议尽快协调安排到实验室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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