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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学年第一学期“教学质量提升月”

系列活动工作总结

课堂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课堂教学质量是人才培养的生命

线。在 2022 年 10 月“教学质量提升月”系列活动中，各学院（中

心）按照学校要求，组织教师积极参与，围绕三个主题、八项活

动开展了系列卓有成效的教学活动。

一、活动安排

本次教学质量提升月活动分为“课堂教学质量提升”“学风

建设提升”“质量文化建设”三个主题。“课堂教学质量提升”

主题设有示范课、说课和专题培训活动，“学风建设提升”设有

学风专项检查和学风建设活动，“质量文化建设”设有听查课、

教学专项检查、专题研讨会和师生座谈会等质量文化建设活动。

二、活动开展情况

（一）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系列活动

1.示范课活动。11 个学院及体育教育中心共邀请 42 名校内外

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获奖者、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课程思政

示范课主讲人、教学名师、师德标兵、课堂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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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系列示范课教学，展示了教师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特色和教

学风格，得到了在场教师的较高评价。通过集体观摩、研讨、交

流，这些示范课传递了新的教育教学思想，展示了新的教学手段

和方法，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各学院（中心）示范课活动开展情况统计

典型案例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邀请西北大学齐钊副教授进行了《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课程示范教学，以“五四运动与先进青年的寻路救国

之旅”为主题，重温了五四运动中先进青年在民族危亡关键时刻

的历史选择。整个示范教学史论结合，逻辑严密，引人入胜。

西北大学齐钊示范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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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二：

设计艺术学院美术学专业范敏洁讲师进行了《线描》课程示

范教学，学情分析到位、教学内容充实、教学能力强，获得郭捷

副校长的认可。

设计艺术学院范敏洁示范教学

典型案例三：

医学院基础医学形态教研室张胜副教授就《病理学》中的肿

瘤章节进行了示范教学，思路清晰、设计巧妙，有举例、有提问，

思政元素融入“润物细无声”，课堂气氛活跃。

医学院张胜示范教学

2.教师说课活动。11 个学院、体育教育中心及公共艺术教育

中心聚焦“课堂教学设计”，组织青年教师或骨干教师说课活动

68 场次，通过活动专家、教研室（团队）教师进行点评，教师的

课堂教学设计能力和课堂教学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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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中心）说课活动开展情况统计

典型案例一：

医学院组织杨捷玲等 7 名青年教师开展了说课比赛，通过专

家点评和打分，评出一等奖 1 人、二等奖 2 人、三等奖 3 人、优

秀奖 1 人。

医学院青年教师说课大赛颁奖现场

典型案例二：

电子信息学院制定了周密的说课活动方案，遴选 6 个本科专

业的10名骨干教师进行了线上说课，展示了骨干教师的教学风格，

也给本学院教师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平台，积极引导广大教师潜心

育人。校长助理王震教授在线给予详细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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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倩说课 陈雅蓉说课

3.专题培训活动。教务处邀请西安交通大学卢晓云教授做了

“基于学堂云和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设计、实施及评价”培训会，

重点解答了基于学堂云和雨课堂如何做好混合式教学设计，要结

合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策略选择和活动设计，并通过混

合式教学提升课程高阶性和学生学习深度。她指出，线上自主学

习以基础性、结论性知识为主，线下课堂教学以知识发现过程与

实际应用为主，二者共同构成“知识-能力-思维-价值”四位一体

的教与学新范式。在线培训教师很受启发。

西安交通大学卢晓云教授做培训

部分学院（中心）也组织了专题培训会。机械工程学院邀请

校级督导刘刚教授做“聚焦教学基本问题 提升教学基本能力”教

学过程规范化专题培训；商学院邀请校级教学名师王登武教授做

“OBE 理念下的课程开发、组织与实施——基于‘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设计”讲座；传媒学院邀请省级教学名师杜永红教授做



本科教学简报 2022 年 11 月 总第 25 期

- 6 -

了“理论教学+实践指导，有效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主题讲座；医

学院开展了“爱美的我最美，教师新路之美”报告会，张煜星院

长为 20 余名新入职教师做了教学基本功、教学基本规范、教学职

业规划等培训；公共艺术教育中心分别邀请首届高校教学创新大

赛获奖者魏玉晶副教授、《定向运动》省级一流课程负责人李勇

副教授进行了课堂创新示范教学和混合式课程教学经验分享。

校级教学名师王登武教授做讲座

医学院院长张煜星做主题讲座

（二）学风建设质量提升系列活动

各学院（中心）充分发挥班主任、辅导员作用，开展了笔记/

作业展评、英语能力提升培训、主题演讲、学术讲座、院长接待

日等系列学风建设活动，营造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充分调动了学

生自主学习积极性，端正了学习态度。

1.开展笔记/作业展评和英语能力提升培训活动。10 个本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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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均开展了学生笔记/作业展评活动。为提升学生英语水平，还进

行了英语等级考试能力提升培训、英语晨读、英语角和英语俱乐

部等活动。

2.开展了各类以赛促学活动。机械工程学院聚焦党的二十大

开展了“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主题演讲比赛，并指导学生参

加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省赛；设计艺术学院聚焦党的二

十大，举办了以“复兴之光”为主题的师生作品展；医学院开展

了“学习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演说大赛；会计学

院组织了“福思特杯”大学生数字财税技能竞赛；人文与教育学

院举办了英文经典诵读大赛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竞赛；计算

机学院指导学生参加“新华三杯”全国大学生数学技术大赛省赛。

3.引导学生参加各类学术讲座。设计艺术学院组织视觉传达

设计 2021 级学生参加了以“品牌的实际应用”为主题的学术交流

会，商学院邀请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学生参加《机器人学习与

金融学研究》学术讲座，计算机学院组织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学生参加《面向柔性生产的色织物无监督深度学习缺陷检测》学

术讲座，这些学术讲座让学生对专业发展前景、个人职业规划有

更深了解。

4.首次开展院长接待日。传媒学院、会计学院、商学院、人

文教育学院举行了首次院长接待日，为学生答疑解惑，切实解决

学生在校学习及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回答了学生关于专业前景、

职业发展等问题，使学生了解了专业特色，坚定了专业志趣。

5.提升班主任、辅导员的学风管理水平。人文与教育学院、

计算机学院等学院开展了辅导员技能培训、辅导员谈心谈话大练

兵，引导提高辅导员技能和工作水平。土木工程学院召开了学风

建设和班主任工作调研会，收集班主任、辅导员和学生三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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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议，改进学风管理工作。

学生笔记/作业展评 院长接待日

（三）质量文化建设系列活动

各学院（中心）围绕质量文化建设开展了各项活动，完善了

“自查自纠”内部质量监控体系，强化了全体教职工的质量意识。

1.广泛开展听查课活动。受疫情影响，本次听查课采用了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其中校领导听查课 44 学时，中层干部听查

课 102 学时，校级督导听查课 936 学时，各学院（中心）科级以

上干部、督导、校级名师、同行听查课 4377 学时，教务处全体人

员巡课 2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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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中心）听查课情况统计

2.开展各类教学专项检查。机械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会计学院、电子信息学院、计算机学院、传媒学院、人文与教育

学院、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体育教育中心、公共艺术教育

中心对教案、作业、教学进度、教研活动等分别进行了专项检查

或抽查。

3.广泛开展专题研讨会。医学院、电子信息学院举办了“落

实质量保障，追求卓越教学”研讨会；计算机学院举办了“计算

机专业课程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及方法”研讨会；设计艺术

学院举办了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师德师风等研讨会；土木

工程学院举办了教学大纲修订培训会；商学院召开师德师风研讨

会，组织全体教师进行师德师风开展自查自纠；马克思主义学院

举办了二十大精神进思政课研讨会。各学院（中心）教研室（教

研团队）分别围绕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评价、课程教学大纲编写、

课程思政融入等开展了系列研讨活动，并针对教学疑难问题进行

了集体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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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落实质量保障，追求卓越教学”研讨会

计算机专业课程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及方法”研讨会

4.召开师生座谈会。机械工程学院、会计学院、电子信息学

院、计算机学院、传媒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医学院 7 个学院

分别召开了师生座谈会，听取了教师和学生的心声，收集了主要

意见和建议，保障了正常教学秩序。马克思主义学院召开了青年

教师座谈会，鼓励青年教师多学习、勤思考。

电子信息学院师生座谈会 医学院学生座谈会

三、问题与不足

通过对学院（中心）各项活动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分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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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本次质量提升系列活动还存在以下问题与不足：

1.“教学质量提升”活动内容要求落实不到位，比如：公共

艺术教育中心未开展示范课活动，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未开

展示范课和说课活动。部分学院（中心）的活动总结敷衍，缺乏

深入分析，没有问题、没有持续改进的有效措施，比如：计算机

学院、公共艺术教育中心、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缺少问题梳

理与改进措施。

2.各学院（中心）对教学管理制度文件的学习研讨和落实情

况不到位，导致教师对新制度文件内容不清楚、不理解；未对本

单位的教学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梳理，“自查自纠”的内部质量保

障机制没有涵盖全部教学环节，对需要“自纠”的问题也未形成

持续改进机制。

3.受疫情影响，本月课堂教学大部分是线上教学。大多数教

师简单地将线上教学理解为是“网络+课堂教学”，对线上教学的

特质，以及如何有效开展线上教学缺乏深度思考与认识，对于有

别于传统课堂的课程内容展示与讲解方式、线上教学如何保证学

生知识建构的实现没有考虑、设计。

四、改进建议

1.强化质量意识。各学院（中心）要在“自查自纠”上下足

功夫，每项工作要有目标、有标准、有计划、有责任人、有总结、

有反馈、有改进，并全面梳理影响本单位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和

人才培养过程的关键环节，明确工作内容及其质量标准、执行人、

执行流程等，建立健全反馈闭合回路的院级“自查自纠”内部质

量保障体系。

2.强化示范引领。各学院（中心）要坚持聚焦课程课堂，定

期组织开展观摩课、公开课、示范课等，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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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作用，促进教师间的教学经验交流，提升青年教师教学能力

提升，推动课堂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3.加强线上教学研讨。各学院（中心）要着力推进“以学为

中心”的教学模式改革，引导教师转变教学思路，做好教师在线

教学技能学习培训，不断提高教师教学设计、技术掌握、沟通技

巧、评价反馈等在线教学能力，确保教师“因课制宜”选择教学

方式方法，科学设计考核内容和方式，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