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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4 年上学期校级督导基本情况

1.1 四月份督导情况

2024 年上学期 4 月份校级教学督导团共计听课 65 次，总体评价:优秀等级

11 次，合格等级 53 次，预警 1次，并确定 0 名帮扶对象（4名督导员对该名教

师给了 1个警告，未超半数）。



1.2 五-六月份督导情况
2024 年上学期 5-6 月份校级教学督导团共计听课 135 次，总体评价:优秀等级

21次，合格等级 112 次，预警 2次，并确定 1名帮扶对象。



1.3 督导次数统计

完成 12 次/学期任务的 6人。至少完成 5 次/学期任务的 22 人。低于 5次/

学期的 2人。



1.4 每周督导次数统计

平均每周听课次数在 5次，相对均匀，无突击听课情况。

1.5 督导听课节次分布统计

听课节次相对平均，晚上 9-10 节也有 5次。



二、2024 年上学期校级督导总结

2.1 与 2023 年对比

（1）2023 年总结情况

（2）2024 年总结情况

2023 年主要的问题有效得到解决。

1）督导方案更加完善。

2024 年 3 月修订了校级督导方案，采用联络员制，将校督导根据专业、学

院分成 6组，联络员提前收集听课时间，根据“专业相近、交叉听课”的原则，

进行排课，排完课后，将听课教学楼告知督导员，上课前 20 分钟，联络员将上

课教室、授课教师等具体信息告知督导员，督导员按要求听课。

2）督导组织更加有序。

2023 年督导员可自行单独决定听课对象，质控处无法把控听课进度和方向，

2024 年采用联络员+分组听课，更加有序推进听课，有效解决重复听课和听课结

论不够全面性等问题。



3）督导对象更加针对。

2024 年重点对以下几类人员督导，分别是：申报教学质量奖教师、申报 24

年职称教师、新进教师、23 年考核后 10%教师。不再一味追求全覆盖，从而导致

督导质量低、任务式督导等问题。

4）结果应用更加有力。

本学期按月通报督导结果，质控处通过 OA 点对点将数据发送到各二级学院

（部），根据《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督导管理办法》，预警人员需要进行

相应的帮扶，完成帮扶后，质控处再组织督导听课，如合格则解除预警，如再次

预警则根据《督导管理办法》进行相应处罚。



2.2 主要存在的问题

1）规范性问题。

①督导员每次听完课后，扫码不及时，不便于质控处数据的统计。

②问卷星对授课老师建议空缺情况普遍。

③被听课教师所在部门填错情况普遍。

改进对策：

质控处每周在督导群提醒督导员扫码。

对问卷星内容进行重新设计，不引起歧义。

2）督导评课被投诉。

有出现督导评课交流时发生微摩擦。评课时，被听课教师无法接受督导员的

评价内容。

改进对策：

督导总结会上要求督导员坚持“既督又导”的基本原则，多正面引导，客观

公正评价，不夹杂其他个人情绪。

3）督导反馈课堂问题。

①上课学生睡觉情况普遍，少部分老师不及时提醒，大部分老师会提醒，但

作用不大。

②部分班级班风差，即便有督导听课，整个氛围都是乱糟糟。

改进对策：

上课老师对班级纪律要多方式有效管理，不能放任。

二级学院要对辅导员每周下班级巡查次数做要求。

2.3 下一步督导工作建议

1）课后评课，形成闭环，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能力。督导听课完成后必须进

行现场评课，将授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指出，帮助提高被听课老师教学能

力。

2）既“督”又“导”，对被听课老师多鼓励。督导员严格履行督导工作职

责，对发现的问题敢于指出，同时要多引导鼓励被听课老师，形成一个正反馈效

果。

3）督导将听课时间段重点安排在第 12 周之前。每个组的组长多将听课时间

安排的学期的前半段，第 12 周后，部分课程开始进入收尾阶段，特别时 15 周以

后，本学期就有部分督导在后期听课时，课程已经进入复习阶段或者考核阶段。



4）考虑到听课覆盖面，尽可能 3 人成团。本学期已经完成了 60 多人次的督

导，经过两轮职称申报摸底，申报职称人员在增加，为了能够增加覆盖面，尽可

能 3 人成团，4 人一起的情况减少。如出现部分督导不能完成每学期 12 次的督

导任务，则由质控处安排组间交叉灵活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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