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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督导组 2018 年秋季学期工作简报 
为保障本科教学水平，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在学校和学院的领导下，本期物理学院

督导组主要在本科教学评估、本科教学管理和师生交流沟通方面深入开展了一系列工

作，发挥了学院督导组的作用。 
 

一、本学期开学时，教学督导组与分管教学工作的朱建华副院长一起研究制定了本期工

作计划，把学院各系的专业课和新生研讨课作为本期的工作重点。 

 

二、开展巡教和期末巡考工作。9 月 3、4、5 号在望江和江安校区进行了巡教工作，对

遇到的问题及时反映，协助学院解决。 

 

三、为迎接教育部的本科教学工作评估，在学院的领导下积极配合完善各种上报归档的

教学资料，积极参加了学院安排的教学评估工作和学校学院评估工作会议。 

 

四、听课 

本学期共对 20位老师承担的 15门课程进行了听课，3位督导专家共计听课 91学时，

超过了学校对学院督导至少听课 8 门的要求。对本学院新开课和开新课教师的覆盖率达

到 100%。 

根据学期工作计划，重点听了以下几类课： 

1、为提高物理学院各专业的教学质量，根据学期工作安排对物理学、核工程与核技术、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 10 门专业课进行了听课，并对讲授量子力学的 4 位教师分别

全部听了课。 

2、对部分创新创业教育类课程和新生研讨课听课共计 28 学时。 

3、学生反映教学效果差的课。 

根据听课情况和学生的反映，本学院课堂教学情况基本正常，大多数教师的教学效

果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于听课中教师和学生反映的问题，督导组在听课后立刻和教

师仔细切磋教学过程，例如和裘南老师老师交流《同步辐射及其应用》教学情况和吴小

华老师交流《量子力学》教学情况，帮助老师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对物理学院的教

学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五、督导组专题调研 

1 、规范《新生研讨课》教学过程 

（1）《新生研讨课》作为全校本科教学计划中一门必修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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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科学素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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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师的经验积累不多，学生也存在一些困惑和盲目性。

为了进一步提高《新生研讨课》的质量，规范教学过程，督导组在开课前邀请了三个专

业的系主任对课程的教学过程、考核方法进行了研讨，三个专业都制定了明确的考核方

案，进行了较为合理的课程安排。 

（2）在课程开课几周后，为进一步了解学生的感受，在听课的基础上于 10 月 15 日召

开了我院 2018 级新生代表座谈会。座谈会上各个专业的同学代表分别作了发言，提出

了自己对于新生研讨课的一些感受和看法，表达了同学对课程、教师和授课方式的意见

和建议，督导组也对同学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解释和引导。在与同学的交流中，学生反

映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 

希望通过该课程了解学科前沿，学术难题和学科的实际应用。授课时涉及的领域

可以广一些；同时希望对某些感兴趣的领域能深入一些，以便有助于规划四年的学习。

想了解如何调整学习方法，课后如何自学？如何查资料进行文献调研、如何提出问题

写报告，以期提高学习效果。 希望更具体地了解专业的前途是怎样的，以后的发展是

怎样的，以后可以干什么等问题。会后督导组及时把同学的意见和建议反馈到了三个专

业。 

（3）结论：今年我院的新生研讨课在行课规范上比去年有了很大的提高。三个专业采

取了适合各自的考核过程和方案。微电子专业有五次课后作业作为考核，物理和核工程

也都有最后的考试和学习规划报告作为考核，课程安排也趋于规范。 

（4）督导组讨论后感到存在的问题和需要进一步改善的方面有： 新生研讨课的内容

和目标定位还是感到不太明确，还缺少应有的教学大纲和相应的教学内容。 如何按学

校要求实现该课程的教学理念及教学目标，还需要要院、系和老师们在实践中进一步探

索。 

2、物理学院专业课的调研 

专业课的教学和课程安排是本科教学十分关键的环节，也可以说是学院的生命线。

本期督导组把物理学院的的专业课听课作为另一个工作重点，希望通过听课和与专业课

老师的交流能对物理学院的专业课教学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1）本期对开设的 10 门专业课进行了听课，作为这项工作的第一步，以物理专业作为

主要对象，对物理系的四个班的量子力学进行了听课，并和任课老师在课后针对同学的

学习状况作了讨论和交流。 

（2）在 11 月 16 日参加了物理系举办的本科基础必修课程的教师研讨会，了解了物理

学专业学生的现实状况。 

（3）物理学的专业实验和大学物理实验环节对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对专业的兴趣有

很大的帮助，现在能够开出的物理学专业实验只有 6 个，感到和我校物理专业的地位差

距较大。 

（4）总体印象：从对专业课的听课中大家感到学院的专业课整体教学情况还是不错的，

教师授课认真，准备充分，授课效果良好。但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值得重视：例如物理

学专业的部分学生上课状态堪忧，课堂上没有精神，学习热情低下，考试不及格率偏高。

如量子力学分了四个班上课，每班人数大概 30 人，基本都是小班化，在听课中发现 2

个班的缺课人数达 20%多，还有不少学生在上课时不专心听课，做其他事情。这种情况

的产生是多样化的，包括专业情绪不高，前期学习问题的积累，课程结构等。但怎样改

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这也是以后督导组需要进一步去研讨的。督导组经过讨论后有

一个想法，能否对一些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作教学资源的优化组合，选取教学效果好、

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组织中班上课、小班讨论研讨的模式。 

 

六、问题与建议 

1、建议各个专业组织对《新生研讨》课的研讨。明确新生研讨课的定位，制订教学大

纲，使同学在开课前就对课程有所了解，有更明确的听课目的。 

2、建议加强对物理学专业实验室的建设，让同学得到好的实验训练，提高对物理学专

业的认识和学习兴趣。 

3、建议学院对一些课程优化教学资源，特别是对多位老师上同一门课程的情况，可以

选取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好的教师进行中班授课、以小班习题研讨的方式进行，对

一些课可能会有更好的教学效果。同时以课程为单位开展教师相互听课，对教学要求和

内容进行深入地交流和讨论，由学院将此纳入教学考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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