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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和学院的领导及全院师生的大力支持下，学院教学督导组在本年度上学期工

作的基础上，继续以关注教学质量为中心，深入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发挥了督导组的作

用。 

一、开展了巡教工作。 

对开学之初教师和学生的出席情况和教材供应情况进行了了解，总的

情况正常。 

二、听课 

本期共听课 17 门，3 位督导员平均每位听课 33 学时。 

重点听了以下三类课： 

1、选课学生人数众多且来自多个专业的重要基础课，如《大学物理》和《医学物理》； 

2、首次开的课； 

3、学生反映教学效果好和教学效果差的课； 

例如核工程与核技术系的李智慧老师和周源老师，由于他们在国内外学习或从事

研究工作时沉积了深厚的知识和能力，在本科教学中表现突出，讲授内容联系实际，条

理清楚，重点突出，反映了学科的新成就，表现出高的学术水平,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与尊

重。督导组在听课和听取学生意见后，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教学工作，并希望他们在教材

建设，引导学生学会探究式学习等方面努力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大业绩。 

对于教学效果较差的课程，督导组在听课并听取学生意见后，与任课老师一起就

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切磋，以期提高教学水平。 

三、专题调研 

    由于《新生研讨课》是一门在全校新开设的课，《医学物理》涉及医学类多个专业，

因此督导组于本期对这两门课的教学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1、《新生研讨课》教学情况调研   

    《新生研讨课》是本科教学计划中指定的一门必修课，其目的在于帮助新同学能在

高等教育新环境下激发学习热情、转换学习方式、培养学术品质等。由于该课是开设时

间不长的新课，教师的经验积累不多，学生也存在一些困惑。为此，督导组于 10 月— 12



月通过随机听课，与师生交流,和学生座谈方式对我院三个专业开设的《新生研讨课（含

导论课）》进行了初步调查。得到的总体印象是: 

1.1 领导重视，师资强 

除学院领导（如书记龚敏教授，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副院长李自强教授，核科学

与工程技术学院常务副院长杨朝文教授）和各系主任亲自主讲外，各系还力推引进的“高

端人才”（如入选青年千人计划的贺言教授）及在科研第一线，学科视野宽阔，教学能

力强的教师（如教授、博导唐昌建，邝小渝等，副教授高博、周荣等）讲授，以保证教

学质量。 

三个系均有课程负责人，微电子学系还选用了正式出版的《微电子学》导论为课程

参考教材。 

1.2 听课情况及学生反映 

我们随机选听了 8 位老师 17 学时的课。感到： 

（1）老师备课认真，充分。课堂上能以丰富的内容和自己对专业的激情感染学生。 

（2）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各具特色 

 ①．教学内容上，以学科介绍为主，不同程度地融入了《新生研讨课》的要求。

如贺言老师在结合讲授《凝聚态物理中的新奇现象：超流和超导》强调了在科学发展中

科学实验和数学推导的作用。周源老师在讲《核电行业发展与需求》中特别讲了应如何

学会自我管理，完成好从高中到大学的转变。杨朝文老师在题为《核工程与核技术漫谈》

的讲授中以学生关注的“我们学什么，干什么，去哪里，怎么学”为主要内容，从国内外

同类专业的对比，学生发展定位等角度进行了生动的阐述，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核工学

生说“这个课促进了对专业的了解，减少了迷茫”，“对导论课老师讲的方向很感兴趣，，

但不知如何进入”。物理系一位同学听课后说“了解了方向，很有用”。 

邝小渝等很多老师都力求用浅显的语言讲述，学生反映“容易理解和接受”。座谈会

上学生说“老师讲《新生研讨课》可以比我们现在的基础高一点，但不要太玄了，否则

听不懂”。 

从我们与学生的交流中了解到学生希望通过《新生研讨课》知道“今后能干什么”，

“川大物理系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环境对我们影响多大”“如何查阅资料”“物理学需

要多深的数学基础”等 

②.授课形式上，一般是教师讲、学生听，最后留十多分钟提问，教师解答。也有老

师采取请高年级学生现身说法，如邝小渝老师在他主讲前请了一位进入珠峰计划的大四



学生和一位博士生向新生介绍了各自的科研成果及大学几年的体会。多数学生反映良好，

课间十多位学生围着学长请教。有同学说“希望学长多讲一些。不一定找非常优秀的学

长，一般的更接近我们”。 

座谈会上学生还希望“授课形式可以多样化些，”，“不要光老师讲，可以指导我们

分小组查资料”，“希望组织一些参观。我们专业知识不够，看看科研设备也会有所启发”。 

③．教学手段上，一般采用板书＋PPT，周源老师还利用了视频，赵新老师利用了“雨

课堂”，受到学生欢迎。 

从我们的初步调查看，我院现行的《新生研讨课》的教学效果还没有很好达到学校

设立该课程的目的。如何理解该课程的教学理念，如何处理好《新生研讨课》与新生入

学时的专业教育的关系等问题需要学校进一步明确，也需要院、系和老师们实践和探讨。 

 

2、《 大学物理（医学物理）》课堂教学的研讨 

    大学物理（医学物理）课涉及到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等专业，共有 6 个教学班。为

适应一流的高质量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和提高医学物理的课堂教学质量，督导组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2 日通过对大学物理（医学物理）课的全覆盖听课，对课程的课堂教学进

行了研讨。总体印象是： 

2.1 任课老师课前准备充分，电子教案内容充实，课堂上能耐心讲解并积极主动与学生

互动，学生评价优良。特别是何原老师的课，讲述深入浅出、重点突出、课堂气氛好、

效果突出，深受同学的欢迎。  

2.2 课堂上学生听课认真，对老师讲的内容和问题积极思考，大部分同学都有记课堂笔

记的习惯，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比较好。 

2.3 在听课中也发现由于学时缩减至 51，但所用教材内容过多，存在赶进度，不易深入，

需要对内容优化的问题。 

    针对听课的情况和问题，督导组和大学物理中心于 11 月 23 日组织了有学院督导组

和全体任课教师参加的该课程课堂教学专题研讨会，对如何进一步提高大学物理（医学

物理）的教学质量，在教学中如何引入和医学相关的学科新成就，以及对教材内容的优

化做了认真讨论。并建立了医学物理微信工作群，以便大家对教学和教学中的问题及时

沟通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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