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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导动态 

以督查促提升——学校教学督导团开展 2022 年上学期期末教学专

项督导工作 

为加强学校学期末考试和期末教学工作的监督与管理，进一步促进

教学工作规范，强化自主管理和自我监控，提升教学质量，学校教学督

导委员会于2022年6月6日—6月17日开展期末教学专项督导工作，主要

对期末教学资料抽查、期末考试工作督查、学期听评课督查。  

6月13日—6月14日院考期间和6月17日校考期间，学校督导委员会

深入各个考场对考场秩序、监考教师履职、考生纪律、试卷印刷等进行

了督查。从督查情况看，学校期末考试工作管理规范，整体运行正常。

教务处和二级学院每天进行巡考；监考教师能提前到达考场并认真监考；

考场纪律严肃、秩序良好；学生考试态度端正，能遵守考试纪律，诚信

应考。但督查中也发现一些问题：部分学生未将考试证件主动摆放在桌

上；极个别考场学生答题时间过短，开考20分钟有学生答完并提交试卷，

开考40分钟大部分学生答完并提交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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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6月17日，学校督导委员会在各二级学院（独立教研室）

督查组对期末考试试卷和期末教学资料进行检查的基础上，对期末教学

资料和期末考试试卷质量进行抽查。其中，对期末考试试卷按40%的比

例抽查，对期末教学资料按30%的比例抽查。从抽查的情况来看，绝大

多数试卷题型题型合理，主、客观题占比和分数设置恰当，卷面格式规

范；绝大多数老师对期末考试试卷制卷工作认真负责，试卷格式规范，

题型丰富，各类试题赋分、权重准确、合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个别

试卷格式不够规范，个别试卷题型欠丰富，题量有待适中，试卷归档管

理规范性不够。绝多数教师都按照要求和标准认真对待教学工作，教学

资料齐全，完成质量好，但也存在个别不足之处：行政兼课人员和外聘

教师的教学资料存在一定缺失，部分教师的课程思政设计还有待进一步

挖掘，课程标准、教案存在不统一、不一致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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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教学工作总体运行规范是全校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学校

治理有序推进的良好体现。今后，学校督导组还将继续认真履行教学工

作督查职责，不断推动学校教学工作规范管理，营造学校教学质量监控

管理闭环，不断提高我院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 

  



4 
 

 

2022 年上学期期末考试督导报告 

为加强学校学期末教学工作的监督与管理，深入推进院校两级教学

督导工作，强化自主管理和自我监控，提升教学质量，6月6日—6月17

日，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对2022年上学期期末考试工作开展全覆盖式的

专项督查，具体情况小结如下： 

一、期末考试试卷抽查结果 

(一)基本情况 

本次期末考试试卷督查，重点对试卷命题质量标准符合教学大纲要

求、命题难易程度把握、题型题量合适性、格式规范性、试卷管理规范

性等方面进行了督查。本次专项督查方式为各教学单位自查+学校督导

抽查。6月6日—6月11日，各二级学院（独立教研室）对期末考试试卷

质量进行全面自查；6月12日—6月16日，学校督导团对期末考试试卷按

40%比例进行抽检。 

全校期末考试共有179科试卷，其中纸质试卷124科，机试试卷55科。

从抽查的情况看：（1）绝大多数试卷题型合理，主、客观题占比和分

数设置恰当，卷面格式规范。（2）绝大多数老师对期末考试试卷制卷

工作认真负责，试卷格式规范，题型比较丰富，各类试题赋分、权重准

确、合理，但也存在以下方面问题：  

（二）存在的不足 

1.少部分试卷审核不规范。主要表现为试卷的校对人和打印人未填

写、落实，考试形式（开卷、闭卷）未明确，教研室主任任课班级的试

卷，审核人为教研室主任本人，没有交叉审核或由教学副院长审核。 

2.个别试卷题型结构不够合理、题量偏小。有的试卷全部为客观题，

特别是有的开卷考试试卷缺少主观分析类题型；有的试卷题目难度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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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题量太小，开考30分钟有学生答完并提交试卷。 

3.部分A、B卷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有A、B卷考试时间不一致的（如

《全国导游基础知识》A卷考试时间为80分钟，B卷考试时间为60分钟），

也有A、B卷试卷名称存在微小差别。 

4.试卷准确合理性不够。有的试卷总分不满100分，（如《快递法

规与标准》B卷总分90分）。 

二、考试考务督查结果 

本次期末考试考务督查，重点对考试组织、考场秩序、监考教师履

职等情况进行督查和指导。6月13日—6月14日，各二级学院组织院考，

6月17日，学校组织校考，学校督导委员会对院考、校考的组织实施进

行了巡查督导。 

从督导总体情况来看，我校期末考试准备工作充分、管理规范，考

试各项工作有条不紊，考场秩序井然。监考教师认真坚守岗位，尽职尽

责；考生严格遵守考场规定、应考态度端正，表现出良好的诚信意识。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督导委员会 

2022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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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下学期教学督导听课覆盖情况 

各二级学院（部）按照学院督导工作计划，充分发挥院兼职教学督

导员的力量开展线上教学听课全覆盖，2022年上学期，各二级学院（独

立教研室）听课覆盖率均在70以上，部分二级学院（独立教研室）一学

期的听课覆盖率已达到100%，具体听课覆盖情况如下： 

2022年下学期各二级学院（独立教研室）听课覆盖情况 

学院 

被听课覆盖教师总数

（人） 

专任教

师总数

（人）  

专任

教师

覆盖

率 

授课

教师

总数 

总覆盖

率 
备注 

小计 
专任

教师 

校内

兼课 

校外

兼课 

物流管理学院 37 36 1 0 43 83.7% 47 78.8% 

外聘

教师

课多

排在

周

末，

被听

课的

几率

小 

物流商学院 42 30 4 8 30 100% 42 100% 

物流工程学院 26 16 7 3 16 100% 26 100% 

物流信息学院 41 30 3 8 30 100% 44 93.2% 

人文艺术学院 76 38 21 17 38 100% 76 10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22 19 2 0 19 100% 22 100.0% 

国际合作学院 5 3 2 0 3 100% 5 100.0% 

就业创业指导教

研室 
7 0 7 0 0 _ 11 63.64% 

军事理论教研室 5 
 

5 
 

0 _ 6 83.3% 

劳动教育教研室 7  7    8 87.5% 

心理健康教研室 8  8    8 100%  
 

 

 

 

质量诊改与督导办 

2022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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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上学期督导听评课情况小结 

2022年上学期，学校专兼职教学督导共听评课432人次，通过对专

兼职教学督导对授课教师课堂教学质量打分情况进行分析，我校课堂教

学质量整体较好，平均得分达91分。大部分教师教学态度认真 、教学

准备充分、教学目标明确、重难点突出、教学效果好、课堂氛围活跃。 

1、综合得分情况 

其中得分在90分以上的占比76.9%，得分在80-90分的占比为21.3%，

得分在70-80分的占比为1.7%，见下图。 

 
图1  课堂教学质量得分区间分布情况 

2、分项得分情况 

通过对课堂教学质量各分项指标打分情况进行分析，我校教师教学

准备充分，教学素养较高，教学设计合理，教学实施有效，教学效果较

好。 

各一级指标平均得分及优秀率情况 

一级指标 
教学素养

（10 分） 

教学设计

（35 分） 

教学实施

（40 分） 

教学效果

（10 分） 

特色与创新

（5分） 

平均得分 9.30 32.30 36.75 9.08 4.29 

优秀率 85.64% 94.80% 97.28% 96.53% 85.64% 

平均得分在85分以上，其中教学素养、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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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的平均得分在90分以上。具体见下图2 

 

 

图2  课堂教学质量各分项指标平均得分占总分的比 

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效果得分的优秀率在94%以上，说明我

校教师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活动过程取得的效果较好。见下图3。 

 
图3  课堂教学质量各分项指标得分优秀率情况 

针对教学素养、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效果得分较低的教师，

相关部门可以实施不同梯队教师之间的帮扶，针对性地培训、精准指导。

以推动我校教师队伍建设，实现我校教师教学质量、教学能力的整体提

93.00% 
92.29% 91.88% 

90.80% 

85.80% 

82.00%

84.00%

86.00%

88.00%

90.00%

92.00%

94.00%

85.64% 

94.80% 

97.28% 96.53% 

85.64% 

78.00%
80.00%
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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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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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0%
98.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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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4、存在的问题 

也有极少数教师教学方法较单一，教学经验比较缺乏，教学方法比

较呆板，师生之间缺少必要的交流和互动，课堂氛围比较沉闷，教学效

果欠佳；希望此类教师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与手段，鼓励多数学生

都能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增强互动性，提升教学效果。 

质量诊改与督导办 

2022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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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诊改 

以赛促学展风采——我校获“挑战杯”2 金 1 银，再捧“优胜杯” 

一直以来，我校党政领导高度重视‚挑战杯‛系列竞赛，备赛过程

中校领导多次召开调度会，分管校领导严若红多次关心和指导大赛的备

赛工作。校团委、各二级学院团总支在全校范围内举办了校赛，广大师

生积极配合并踊跃参与，同时，校团委组织开展往届‚挑战杯‛省赛金

奖获奖作品经验分享会、第十届‚挑战杯‛湖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省赛训练营等专题培训，邀请校内外专家对项目进行指导，激发创新精

神，培育创业意识，提升创业能力，帮助项目作品优化和提升。 

6月10日上午，由共青团湖南省委员会、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人

社厅、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主办的第十届"挑战杯"

湖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发布会在长沙学院举行，校团委副

书记徐建代表学校参会并领奖。 

 
获奖作品颁奖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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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院组优胜杯颁奖现场 

本次大赛聚焦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参赛

作品多达15000件，来自104所高校的667件入选终审决赛，其中67所高

职院校参赛，共计入围345件作品。我校入围省赛5个项目顺利进终审决

赛，通过奋力拼博，荣获团体竞赛‚职院组优胜杯‛；物工院花开太、

梁飞老师团队的《智慧冷链物流配送箱——轻便移动式高效温控装备领

航者》项目、物信院向明月、米志强、曾芳萍、杨晓峰老师团队的《纸

蜂窝智能生鲜冷链循环包装箱——未来生鲜冷链运输包装定义者》项目

勇夺省赛金奖；童光展、冯梅、彭茜薇、王宁茜、蔡丽玲老师团队的

《食从‚源‛起——校园舌尖上的安全管家》项目荣获省赛银奖。 

终审决赛期间，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校团委积极协调相关部门，

做好大赛组织统筹、网络舆情管控、人员调度协调、保密安全纪律等相

关工作，为参赛团队提供安全的备赛环境和优质的竞赛场地，为竞赛做

好全方位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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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督导团深入指导教师集体备课 

 《信息技术》教学团队举行线上总结研讨会 

为深入加强该课程任课教师之间的教学交流，促进教学改革，计算

机应用教研室于06月07日晚上19:30通过腾讯会议开展了《信息技术》

课程线上总结研讨会，学校督导团钟静教授、物流信息学院院长翦象慧、

副院长杨晓峰、质量诊改与督导办徐娟老师、《信息技术》课程全体任

课老师以及计应教研室全体成员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由计算机应用教研室主任刘香丽主持，研讨会议题分三

个阶段进行，分别为课程教学内容分享、课程思政融入分享以及教学中

碰到的困难交流。 

首先是课程任课老师就日常教学内容和教学心得进行分享：刘刚老

师分享了针对学生打字速度和课时不足等问题，如何调整课程以及如何

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来强化学生的打字能力；

陈益军老师分享了如何结合专业特点以及生活中的使用场景重构课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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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还针对目前学生只会机械地记忆操作等问题，分享了如何采用‚引

导+探索‛的教学方式，锻炼学生积极思考、敢于尝试。 

接着是课程思政融入探索分享，黄志超老师通过一张详细的表格生

动形象地举例介绍他在实际教学中的课程思政融入方面的一些做法，强

调课程思政案例选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最后参会的老师就自己日常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展开激烈讨论，

刘香丽就很多老师反馈的共性问题，如课时有限、机房条件有限、在学

生基础及专业不一的情况下理论内容该如何取舍等问题进行了总结，课

程负责人王思义对问题进行了统一解答。 

线上研讨会结束时，钟静教授对本次活动进行了现场指导，她肯定

了大家认真的态度，指出信息技术课程内容最好能结合专业特性进行合

理调整，本次集体备课活动效果显著。 

最后，翦象慧院长对本次研讨会做了总结，结合职业教育的大环境

和国家课程标准，指出备课标，备教材，备学法的重要性，并对《信息

技术》课程新标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困扰给出了客观、中肯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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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人文艺术学院体育艺术教研室开展集体备课活动 

为深入加强该课程任课教师之间的教学交流，促进教学改革，5月

31日下午2:00，体育艺术教研室全体专职教师开展了《体育与健康》课

程集体备课活动，活动邀请教学督导张志湘院长和龚全安处长全程参与

观摩和指导。 

 
集体备课现场 

主备课教师教研室主任刘威总结了2022年上学期的《体育与健康》

课程教学实施情况，重点提出了2022年下学期本课程的教学实施方案。

刘威对该课程的教学理念、教材选用、教学内容更新、教法改进，如何

深化体育教学改革，实现学生‚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

意志‛的学校体育工作总目标提出了方案和意见。 

教研室李翠琴、韩凯、潘朝晖、朱宏宇、谢礼、胡娟等专任教师结

合自己的课堂教学情况，深入地开展了教学讨论。 

体艺部部长唐彪，对专职教师的集体备课活动进行了小结，认为大



15 
 

 

家参与体育备课非常认真，在教学条件软硬件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坚

持认真上好体育课，体现了体育教师对教育的情怀。同时也向

督导如实反应了现在学校体育工作中，存在运动场地和设施不

足、师资力量有限等现实问题。 

 
督导组点评总结 

督导组领导对本次集体备课进行了总结，一是对集体备课情况的高

度认可；二是鼓励大家不断改进思路、克服困难，坚持搞好学校的体育

教学工作；三是要向学生灌输终生体育的观念。同时也针对学校体育教

学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积极出谋划策，给予了非常中肯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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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案例 

需求导向、高端引领、同行互助 

信息来源: 《中国教师报》2022年6月15日14版 

《关于开展职业教育教师队伍能力提升行动的通知》提出了2022年

要完成的6个方面重点任务，关于职教教师培训的内容占了近一半，详

细规划了未来职教教师的职后培训工作。其中，可以看出国家在职教教

师培训上3个方面的新举措。 

新布局：需求导向促发展 

职教教师培训在整体布局上注重针对性，立足于不同区域的经济发

展需求。 

《通知》多次提到，针对国家和地区需要开展教师培训工作。比如，

在职教国培示范项目方面，要求‚做好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中职学

校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在校长培训基地布局方面，要求

‚统筹考虑职业教育层次、地区经济产业和地域特点、职业教育发展情

况‛；在高水平职教教师培训基地建设方面，要求‚结合新专业目录调

整和国家战略重点领域、紧缺领域和优先发展产业领域相关专业‛。 

新布局具有战略意义。它提纲挈领地将职教教师培训工作纳入了我

国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发展的总格局，提升了职业教育的适应性。这表

现在两方面： 

其一，新布局符合我国国情。我国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

平上的不平衡，导致教师资源配置也长期存在东西部地区、城乡区域、

普职院校间的不均衡。因地制宜的职教教师培训政策能够更好满足不同

区域和不同专业领域对职教教师的需求。这也将提升弱势地区的职业教

育办学质量，增强区域人才供给能力，为不同地区教育、经济、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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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其二，新布局具有政策统一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

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要‚根据各

级各类教师的不同特点和发展实际，考虑区域、城乡、校际差异，采取

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定向发力‛。两个文件的要求一以贯之，形成了

政策合力，有益于政策落实。这保证了职教教师培训体系符合职业教育

的区域化发展，从而进一步服务于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提升

了职业教育的定位。 

新资源：高端引领提质量 

职教教师培训在资源引入上注重高端性，强调要通过国家基地和产

业前沿来引领教师培训平台建设，提升教师培训质量。 

《通知》在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方面，强调‚发挥国家级基

地在培训团队、资源和条件等方面优势，加大各地遴选国家级基地承担

培训任务的比重‛；在教师发展中心建设方面，重视‚鼓励企业积极参

与，推动教师紧盯行业企业开展科学研究、课程开发和实践教学‛；在

数字化学习平台建设方面，要求‚发挥国家级项目承担单位、‘双高’

计划建设单位等引领带动作用‛。这将带来两方面效果： 

一方面，新资源拓宽教师培训渠道。长期以来，职教教师参与培训

的一大困境在于，地方经济水平落后和学校资金不足导致职教教师缺乏

高质量的培训机会。《通知》提出发挥国家级培训基地的优势和建设数

字化学习平台等要求，既可以让各地各级各类职教教师拥有平等的发展

机会，也能保障职教教师培训的质量。这使得职教教师培训工作呈现出

中央与地方结合、企业与学校共建、线上与线下并进的新局面。 

另一方面，新资源提升职业教育对产业发展的适应性。职教教师需

要同时具备理论教学素质和岗位实践能力。因此，鼓励企业参与教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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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精准对接了职教师资的发展需求，体现了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有利

于提高职教教师的双师素养。这也将进一步促使教师将产业前沿技术引

入教学，增强学生能力与岗位的适配性，提升职业教育与产业人才需求

的对接程度。 

新路径：同行互助多样态 

职教教师培训在实施路径上注重团队性。 

《通知》在‚创新职教教师培训模式‛部分，要求推进职教教师教

学创新团队建设和实施职校名师（名匠）名校长培育计划。二者都要求

发挥教师团体的力量，通过‚形成团队建设网状体系，带动‘双师型’

教师队伍整体建设‛。此外，二者也同时要求教师培训模式的多样化，

比如，《通知》中提到‚成建制出国研修访学‛和‚通过定期团队研修、

项目研究、行动学习‛等多种方式进行教师团队建设。 

新路径有利于职教教师专业共同体建设。通过教师团队建设和名师

工作坊活动，新老教师可以获得更多与同行交流的机会，在互动中最终

形成职教教师专业共同体。这有助于职教教师解决课堂实践中的具体问

题，了解职教学生的特点，获得同行的支持和帮助，不仅可以提升教师

个体的教学能力，也为职业院校的整体师资建设加码赋能。 

新路径促进职业院校产教研融合。新路径强调教师培训模式的多样

化，为职教教师提供了企业实践、项目研究、出国研修等多种类型的培

训机会。通过多样态的学习活动，职教教师能够更好掌握产业前沿知识，

增强专业相关的职业体验，提升专业实践能力与社会服务能力，为职业

院校的产学研融合提供人才保障。 

（作者：金星霖 石伟平，分别系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

育研究所博士后、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