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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学年度第二学期期中教学检查总结

为及时诊断和改进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稳步提高教学水平和人才

培养质量，确保教学活动按计划有序运行，根据《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教学工作检查暂行规定》（院教【2015】24 号）的有关规定，学院教

务处在 5 月 6 日—5 月 20 日组织开展了为期两周的期中教学检查，

现将检查情况总结如下：

一、期中教学检查实行院系“两级”检查

各系部根据通知要求积极组织，成立了系主任为组长，副主任、

教学秘书、骨干教师等为成员的检查工作领导小组，通过查课、听课、

召开师生座谈会、查看原始教学资料等多种形式，对系部教学各环节

进行了逐项自查并分析总结。在系部充分自查的基础上，学院教务处

于 5月 19 日和 20 日组织系部开展了互查，并对系部的检查情况和各

种资料进行了抽查，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和整改措施。

这次检查工作，教务处与各教学单位按照要求，认真组织，通过

深入课堂听课、召开师生座谈会听取学生意见、抽查教学资料、检查

教案等形式，加强了教学信息反馈，有力地推动了教学工作的提升和

改善，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具体来说，有以下特点：一是领导重视。



在开展检查之前，召开了教学例会，分管教学院长亲自部署，并对检

查形式、检查内容等提出了具体要求。二是部门联动。教务处在教学

例会上向各系部明确了期中教学检查的内容、步骤和要求；重点检查

了各系部教师的教案、教师听评课情况、各教研室开展教研活动和教

科研项目开展情况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三是召开了师生座

谈会深入了解教师和学生的教学情况，发现问题，积极整改。

二、教学检查结果及分析

（一）教师业务资料完整

各系部对教师的教学资料进行了认真细致地检查，主要检查教案、

教学 PPT 课件、授课课程进度表、教学任务书、课堂点名册、作业批

改、听课记录等材料，并作了重点记录。在检查中发现，总体上教学

资料准备充分，所有老师按照教学要求完成了教案编写、授课课件制

作，按照要求完成作业批改，课程授课进度与课程进度计划一致；教

师考勤较为严格，所有任课教师的考勤表均按照考勤、提问、作业等

情况给予打分并记录完整；各学科作业的布置量比较充足和满足要求。

（二）教研活动开展有序

各教研室本学期都安排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研活动，如说

课研讨、集体备课、课程开设计划的研讨、集体评课、专业人才培养

计划的修订、在研教科研项目等进展有序。各类教研活动有计划，有

记录，有成效，增强了教师的集体观念，提升了教师的教学水平，推

进了专业的发展。检查中也发现，学院还应加大基层教研室以及专业

带头人的建设，充分发挥教研室和专业带头人的作用，鼓励教师大胆



尝试各种教学手段，对教学能力弱的教师，教研室应进行监督和帮扶，

增加听课次数，并有针对性的给予指导。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创新有很大进展

本学期各系部均大力推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和创新，促进

学风建设。建筑工程系、汽车工程系、基础教学部部分课程进行过程

化考核尝试，优化考核模式，促进学生平时学习的积极性，收效明显。

建筑施工技术的课程采用以学生活动为主，增强学生动手能力的方式，

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学习的主动性。

（四）师生座谈会交流畅通

师生座谈会是增进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加强教学质量反馈和

改进的重要途径，各系通过师生座谈会，及时了解、掌握师生的思想

情况、教学情况、学习情况，发现和解决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保证了教学工作的进行和完善。

教师座谈会反馈的主要问题：

1.教室设备时有损坏，维修不及时，影响教学活动的开展。

2.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机房系统卡顿，老旧机器急需更换升级。

学生反馈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食堂卫生问题不少，需要加强监管；

2.体育器材不齐全的，运动设备匮乏；

3.实训室教学场地紧张，实践课不足；

4.课余时间机房开放时间少的问题；

5.学生宿舍饮用水水质问题；



6.学校操场地面有损坏较多，晚上操场照明不达标准；

（五）校级质量工程项目和学生技能比赛有序推进

各系部根据教务处要求，认真细致地对校级质量工程项目和技能

比赛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校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

开展有条不紊，升级教师教学能力大赛积极备赛，已初步组建 10 个

参赛队伍，积极开展和组织各类学生技能大赛，仅 2021 年中国计算

机设计大赛安徽省级赛就提交 26 件参赛作品。品茗杯第二届全国高

校 BIM 设计大赛和安徽省先进成图技术数字建筑赛项已进入决赛冲

刺阶段。

三、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对本次期中教学检查反映出的问题，各系部要高度重视，及时整

改，在此提出以下整改措施和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学院的管理改革，提升教学服务水平

1.采取激励措施，加强教学改革和教学方法学习的力度。增加说

课研讨、公开课的次数，教学、教研相互促进。

2.畅通师生沟通渠道。通过沟通，使教师了解学生的需求，及时

调整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提升教学质量。

3.加强对教学各环节的监管，多巡视，多深入到课堂听课，及时

与教师和学生沟通，协调好教与学各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4.激励师生参加各类教学比赛的积极性，强化“以赛促教、以赛

促学、以赛促建”的教育理念，积极选拔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参加各

级各类技能大赛。



（二）加大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提升学生学习成就感

针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困惑，如学生找不到适合自己

的学习方法，自学能力匮乏，自信心不高等问题。作为专业教师，要

对学生的学习方法进行指导，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采用“任务驱动”

教学法，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就感。另外，增强教师的责任感，成

立形式多样的“兴趣小组”，给学生分任务、压担子，利用模范作用，

以点带面，激发全体学生的上进心和学习热情，达到共同进步的良好

效果，促进全院学生良好学习氛围的形成。

（三）加大教学硬件投入，改善实践教学条件

针对部分教室、机房出现的教学硬件方面的问题，教务处会督促

相关部门进行查验和维修，确保教学秩序正常开展。教学基本条件是

保证教学正常开展的前提，是提高教育质量的物质保障，学院将进一

步加强教学硬件建设，保证广大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实训等活动的高

质量开展。

2021 年 5月 26 日

教务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