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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督 导 工 作 简 报
（2025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质量管理与教学督导处 2025年 6月 16日

学校教学督导团队始终锚定保障教学质量、驱动教学改

革、助力教师成长的核心目标，通过多元督导手段深耕两校

区教学一线，聚焦教学计划落实、课程思政融合、“三教”

改革推进等关键领域，为学校教学工作稳健前行筑牢屏障。

现对 5、6 月份教学督导工作详情通报如下：

一、教学督导日常工作

5—6 月期间，教学督导团队累计巡查教室、实训室、机

房 172 间；教学课堂 1936 节次，其中武汉新城校区 1721 节

次、光谷校区 215 节次，实现教学区域的广泛覆盖。本学期

新聘 9位校内兼职督导进入角色迅速，与校外督导配合默契，

共计完成听课工作量 884 节。积极推进课堂教学案例征集与

发布工作，共发布“我眼中的优质课堂”案例 23 篇、发布

“我眼中的优质教学设计”案例 3 篇。组织全校学生教学信

息员开展教学质量抽查 8 次，收集学生对教学的反馈意见，

形成问题清单 5 份。协同教务处安排校级督导参与教师示范

课听评课 67 节。召开校级督导工作例会 1 次。组织校外写

生实训专项督导活动 1 期。总体来看，两校区教学秩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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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态度认真，学生学习状态良好，教学管理工作规范

有序，在课程思政、信息化教学、课堂互动等方面涌现出许

多亮点，但也存在部分问题需进一步改进。

二、发掘管理育人中的特色与创新

学校通过构建“管理—服务—培养”三维协同体系，为

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提供了机制保障与实践范本。

1.动态监管体系：筑牢教学质量底线

建立“随机听课、随机查课、随机反馈”的动态督导模

式，以“对比式听课”“连续式听课”等手段实时捕捉课堂

教学中的问题并督促教师调整教学策略，倒逼课堂管理规范

化；实施“院领导+教学科+学生科+教学督导”四级巡查体

系全面覆盖两校区，在 5-6 月期间实现教师迟到、早退、私

自调课 “零纪录”，教学运行秩序井然。

2.弹性应对与规范引导：特殊节点稳秩序

面对五一长假、运动会等易对教学计划造成冲击的特殊

节点，学校构建起 “主动协调 + 提前预防” 的应对机制。

各学院授课教师充分展现责任担当，主动协调时间补足课

时，保障教学进度不受影响。学院教学科则在节前发布《教

学规范提醒》，联合辅导员开展教风学风专项整顿行动，有

效预防 “节日综合症”，实现特殊时期教学秩序的无缝衔

接，确保课堂教学秩序稳定，教学运行有序，教学管理持续

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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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思政教学精准化：学情深耕激活课堂吸引力

马克思主义学院实施 “专业群固定授课制”。教师深

入研究不同学院、专业学情特点，将“政策语言”转化为

“职教语言”，以“身边事”讲透“大道理”，推动思政课

“到课率”“抬头率”双提升。

4.体教融合创新：体育课模式向“通识+专长”转型

体育美育工作部积极探索教学改革，拟将传统公共体育

课升级为“通识教学 + 专长拓展”的兴趣导向模式，激发

学生参与热情，助力身体素质提升，推动体教融合向纵深发

展。

5.英语教师发展：国际交流搭建教师成长新平台

大学英语教研室充分依托国际学院平台，为教师搭建国

际化成长舞台。教师通过参与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接待、老挝

教育代表团访问等国际活动，在实际的外宾接待、专业翻译

实践中锤炼语言技能，重燃职业成就感。同时，教师积极投

身“职教出海”“中韩合作办学”等项目，在拓宽国际视

野、提升教学水平、增强实践能力等多个维度实现全面进阶，

为英语教师发展注入新活力。

三、聚焦人才培养中好的做法及转变

（一）教学改革取得新成效

1.课程内容紧贴实际应用。雷宇老师以《哪吒 2》影视

片数据分析为教学案例，魏萌老师运用拼多多地图分析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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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何新洲、朱锋老师以学校网站网页设计美化为课程载

体，徐霞老师将公司 WLAN 创建融入教学内容，使课程紧密

对接生产生活实际。姚佳黛老师在《房屋建筑学》教学中，

将课程内容与学生资格证书考试深度融合。这些创新举措不

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将抽象的学习目标转化为可操

作的具体任务，便于量化学习效果、检验教学成果。

2.学材建设实现创新突破。在选用国家规划教材的基础

上，教师团队积极开发特色学材：杜力老师编写《Linux 操

作系统与应用学习指导》作为课堂补充资料；赵晔老师自编

《建筑室内施工图深化绘制指导书》作为核心教材；方鹏老

师编著《MySQL 数据库项目案例手册》，以“任务驱动”模

式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战项目，让学生在协作完成任务的过

程中掌握核心技能、培育职业素养。

3.教学方法改革持续推进。各学科广泛采用任务驱动教

学法：徐霞老师在《网络互联设备配置》课程中，以“财务

部与销售部 WLAN 创建”为实战任务，通过创设问题链引导

学生主动思考；周密老师以购物网站页面设计的现实问题为

切入点，开展探究式学习；杨渔樵老师在《工程招投标与合

同管理》教学中，以真实招标公告为范本，指导学生编制招

标文件，强化实践应用能力。

4.信息化教学手段广泛运用。数据信息学院依托智慧职

教、云课堂等平台构建数字化教学生态，城建学院张欣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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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利用 QQ 群课堂实施全流程管理。通过信息化手段，教师

可实现智能考勤、推送预习资料、发布课堂任务、展示学生

成果、开展抢答互动，不仅提升了课堂效率，更通过多元化

交互激活了学习氛围。

5.学习兴趣培养形成特色模式。教师团队高度重视“首

次课效应”，精准把握兴趣激发窗口期：魏萌、张耀华老师

在《数据库应用技术》首次课中创新导入方式，黄凤婵老师

在《设备安装工程造价》教学中强化第一印象设计，均显著

提升了学生的课程学习期待值。

（二）课程思政获得新提升

1.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教学体系。教师团队紧扣时事热

点，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深度融合：数据信息学院教师以

DeepSeek 人工智能技术为案例，引导学生认知我国信息技术

发展成就；魏萌老师在数据库产品分类教学中引入“信创”

概念，激发学生投身国产信息化创新的使命感；黄文娟老师

在造价课程中通过精准化问题设计，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喻会老师在《网页设计与制作》教学中，以《师说》

为网页设计主题，潜移默化传递传统文化内涵。

2.红色文化体验筑牢理想信念。写生实践成为红色文化

育人的鲜活课堂：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赴红安为学生开设

“红安精神”专题讲座，学生在红军团长方和明陈列馆现场

速写，于王近山故居、八一村鄂豫皖苏区旧址等地实地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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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诚勇毅、不胜不休”的革命精神，在艺术创作中厚植理

想信念、传承奋斗基因。

3.非遗体验激活文化传承动能。产品教研室将蓝晒工艺

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户外写生教学，学生通过亲身体验

传统技艺的科学原理与美学价值，深化了非遗保护意识。同

时，蓝晒工艺与绘画、拼贴、数码设计等现代艺术形式的跨

界融合，既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也为传统工艺注入了当代

审美活力。

（三）课堂管理体现新作为

学生课堂手机管理探索适宜方法。课堂管理创新聚焦两

大核心：一是贾家新老师推行“手机集中管理制”，帮助学

生排除干扰、专注学习；二是针对学生疲劳时段实施差异化

干预，徐霞老师在 3-4 节课运用 “专业幽默语言” 活跃

气氛，张耀华老师通过“课堂抢答”激发参与热情，均有效

提升了课堂专注力。

（四）学风建设展现新气象

学生纪律明显改善。统计显示，“四率”（出勒率、抬

头率、互动率、前排就座率）较好班级越来越多。食品 2401、

护理 2305、药品 2401，药品 2301、药品 2402、中药 2301、

护理 2401、护理 2402、药品 2303、护理 2304、计网 2402、

软件 2301/2303、计应 2403、造价 2401/2301/2303、园林

2401/2302、建工 2401/2402 等班级实现全勤。网络安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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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辅导员、园林 23 级辅导员邓兰兰等深入课堂巡查，动态

掌握学情并及时解决问题，形成了“管理—反馈—改进”的

闭环机制。大部分课堂学生到课率高，参与学习活动积极，

特别是《创新创业基础（实训）》软件 2401 班（教师王嘉

昕）、《职业生涯规划（团辅）》造价 2403 班（教师张俊）、

《大学英语》数财 2402 班（教师蒋欣）等课堂，教师教学

逻辑清晰，组织能力强，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踊跃参与教学

活动和讨论，学习效果非常好。

（五）教研活动为专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问题导向驱动内涵建设。许多教研室注重教研活动的

开展和成效。以“真效、实效、长效”为目标，聚焦教学改

革痛点开展深度研讨。校企合作调研、“1+X” 证书申报、

教师教学能力竞赛等纳入常规议题；环艺教研室围绕“中银

杯”技能大赛承办、世界技能大赛集训、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开展特色研究；造价教研室探索校企联建党支部模式；园林

教研室推进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形成“一教研室一特色”

的教研格局。

2.集体备课实现同质化提升。跨教师协同机制成效显

著：易丽玲与陈诚老师在《建筑设计规范及标书制作》教学

中统一教学进程、共研教学方法；朱锋与罗雪松老师在

《Python 网络爬虫》课程中开学初即开展学情互通，通过

集体备课实现教学质量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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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轻老师成长呈现新面貌

各学院积极建立“导师制”培养体系，青年教师成长亮

点纷呈：张耀华老师在《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中融入趣

味元素，以人文关怀营造团队协作氛围，课堂活跃度显著提

升；黄文娟老师以 “1 号办公楼土石方工程清单编制” 真

实项目贯穿《工程量清单计价》教学，引领学生全流程体验

工作场景；张欣钰老师在《建筑装饰工程方案设计与实现》

中引入酷家乐平台，实现 “教学标准—产业标准、教学过

程—生产流程、学业评价—职业认证”三对接；李佑利老师

在 7-8 节课运用“游戏化抢答”激活课堂，魏昕老师规范

教学流程、创新任务驱动模式，均获师生好评。

（七）校企合作助推创新人才培养

1.产学研协同深化人才培养

花湖临空经济学院与京东、唯品会、顺丰等头部企业建

立深度合作，教师通过企业调研动态优化专业设置与课程体

系。例如罗宝花老师《物流信息技术与应用》、金小莹与周

伟老师《智慧仓配运营》、陈望明老师《电商直播运营》等

课程均嵌入企业真实需求。

2.创新创业教育赋能学生发展

市场营销与中小企业创业专业构建“知识—技能—实

践”培养链：李英宣老师《推销技术》、熊敏老师《市场调

查与预测》等课程强化创新创业方法论教学，教师团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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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与各级竞赛，为创新人才搭建展示平台。

3.跨学科合作激发教学创新

郭惠娟与祁江源老师联合开发“汉绣设计 AI 系统”，

实现设计方案的数字化预览与修改，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技

术融合；“空中美育小课堂 —— 绒花幻真”开创美育新范

式，陈金花、吕雯雯等教师以公益广告为思政案例，打造课

程思政新亮点。

4.实践育人拓展教学边界

学院教师团队带领学生开展缠花、汉绣文创创作并亮相

职教周，深入企业、医院等一线开展行业调研与非遗推广，

同时将真实工作任务纳入课程结课考核，推动“课堂教学—

实践应用—社会服务”的深度贯通。

四、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资源建设滞后

1.硬件设施陈旧：部分专业多媒体设备老化、电脑性能

不足，难以满足现代化教学需求，影响教学效率与学生学习

体验。

2.软件资源匮乏：数字化教学资源数量不足、质量参差

不齐，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进程缓慢，制约信息化教学深度发

展。

（二）教师队伍建设待完善

1.青年教师能力短板：部分年轻教师教学经验欠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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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组织管理能力较弱，教学方法单一，对学生学习状态关注

度不足，课堂互动效果不佳。

2.教学创新不足：少数教师课程思政设计缺乏深度，校

企合作项目设计流于表面，课程作业形式固化，创新性不足。

3.外聘教师管理松散：个别企业外聘教师教学基本功薄

弱，存在过度依赖 PPT、教学文件准备不充分等问题，影响

教学质量。

4.听课制度落实不到位：少数教师听课评教流于形式，

评教评学内容缺失，未能充分发挥听课对教学改进的促进作

用。

（三）学生学习动力不足

部分学生缺乏明确学习目标与动力，学习积极性不高，

教学效果未达预期。其原因主要包括教师教学内容缺乏专业

性与吸引力，部分课程设置未充分考虑学情与前置课程基

础，导致学习难度过大。

（四）课程资源质量欠佳

1.案例选取不规范：部分课程视频案例来源于社交营销

平台，专业性、严谨性不足，展示界面尺寸小，可视性差，

无法有效服务教学。

2.课程开发滞后：课程内容更新不及时，未能紧密对接

市场和岗位需求，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教学变革应对

不足，部分教学内容亟须重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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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模式单一：部分新教师对课程定位把握不准，教

学内容偏离课程标准，实操教学案例开发不足，难以实现理

实一体化教学。

（五）教学管理不规范

1.教案模板未统一：教师使用教案模板混乱，新旧模板

并存，影响教学规范性与标准化建设。

2.大班教学效果差：部分专业课大班授课模式下，学生

学习注意力难以集中，课堂纪律松散，教学效果不理想。

3.平行班教学差异大：部分专业课程平行班之间教学内

容、方法和效果差异显著，教学质量不均衡。

4.教学创新深度不足：课堂互动形式单一，高阶思维训

练缺乏，难以有效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养。

5.外聘教学缺乏针对性：部分外聘教师未能充分考虑高

职学生特点，照搬本科教学模式，教学适配性不足。

五、改进意见与建议

（一）强化教学管理精细化

1.规范教学资源管理：统一教案模板，明确使用标准，

确保教学规范性；及时跟进学生教材到位情况，保障教学顺

利开展。

2.优化课堂管理机制：研究建立“课堂管理评价”制度，

将学生抬头率、参与度纳入教师考核指标；加强辅导员对课

堂考勤的管理力度，提升课堂到座率与学生积极性；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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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教室设施设备日常管理，保障教学环境良好。

3.严格课程编排管理：专业课程尽量避免大班授课模

式，以提升教学效果与学生学习体验。

（二）推进教师发展精准化

1.新教师培养与督导：加强新教师教学督导，联合教研

室开展课程标准研讨与修订工作；建立同头教师集体备课制

度，确保课程标准有效落实。

2.教研能力提升：开展聚焦课堂教学的专题教研活动，

深化教学改革；将教师听课互评纳入教研活动体系，促进教

师间经验交流与能力提升。

3.外聘与兼课教师管理：加强外聘教师管理，通过培训

提升其教学基本功，强化教学规范；采用视频会议等灵活方

式，邀请外聘教师参与教研活动；加强校内兼课教师业务培

训，鼓励其主动参与教研室活动，观摩优质课堂，学习职业

教育新理念；促进校外代课教师教学业务交流，引导其采用

适配高职学情的教学模式。

（三）深化精品化育人成效

1.课程建设提质：公共课、思政课教研室联合学院及机

关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第二课堂与社会实践活动，激发学

生学习热情；相关管理部门（马克思主义学院、体育美育工

作部、对外交流办公室等）协同开展教研与科研活动，共同

提升公共课、思政课课堂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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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认知引导：各学院加强学生对公共课、思政课重

要性的教育引导，强调其在成人成才、综合素质提升及职业

迁移能力拓展方面的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