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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工程学院教学督导简报

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 第二期

质量监测与评估小组 2022年10月27日

“ 四 位 ” 联 动 齐 发 力 教 学 质 量 有 保 障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全校师生经历着从线上到线下，再到“线

上+线下”的自由切换。根据学校统筹部署，我院课堂教学形式也经历着

由线上教学到线下教学，再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无缝对接。为

保证线上线下课堂教学秩序平稳运行，负责学院督导工作的廖师琴副院长

带领院督导组成员，从“教学检查、督导听课、学风督导、教风督查”四

个方面入手，形成“四位一体”联动机制，为学院教学质量提供有力保障。

一、持之以恒做好教学检查工作

1.日常教学检查情况

日常教学检查是促进教师重视教学，及时反馈教学信息，改进教学方

法，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是进行教学质量监控的有效手段。10月份

以来，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和院督导组成员高度重视日常教学检查工作，每

日按时进行线上教学检查和线下巡课等常规检查，并认真记录检查情况。

（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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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日常教学检查记录

从日常检查情况来看，师生们经过前一个月的“磨合”，本月无论是线

上授课，还是线下授课，或是“线上+线下”混合式授课，师生们均能从容

应对，师生到课情况总体良好，教学状态良好，教学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2.“联合培养”专项检查情况

为及时掌握联合培养纺织工程专业专升本学生的教学情况，10月24日

下午，刘孜杰副校长率领教务处副处长陏丹婷、贺晓亚、学院赵永刚副院

长、纺织工程教研室周心怡副主任及院级督导胡蝶等一行人，对江西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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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工职院） “联合培养”的2021级、2022级纺织

工程专业本科生教学材料进行专项检查。

本次专项检查，主要内容有：

①《机织产品设计与工艺》《针织产品设计与工艺》《纺织品设计》《纺

织厂空气调节》《纺织品整理学》《天然纤维初加工》《纺织材料学》《纺织

与现代生活》《电工与电子技术》《生态及功能纺织品检测》《纺织品营销与

管理》《外贸跟单》等12门课程的课程大纲、考核大纲、教学日历、教案、教

材等材料。

②《纺织品整理学》《天然纤维初加工》《纺织材料学》《纺织与现代

生活》《电工与电子技术》《生态及功能纺织品检测》等6门课程的期末试卷

材料。

③《认识实习》和《专业实习一》实习报告

④2021—2022学年（第一、二学期）、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开课

计划及课表。

图2联合培养专项检查现场 图3刘校长与学生座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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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课表及试卷检查评价表

从“联合培养”专项检查情况来看，值得肯定之处：一是师资力量雄

厚。通过查阅开课计划及课表，发现专业课程主讲教师中既有全国优秀教

师甘志红教授，又有教学名师杜庆华教授、吴健宜高级工程师等，超半数

以上具有高级职称。二是学生满意度较高。通过学生座谈会，了解到工职

院专门为“联合培养”的学生安排了四人间的学生宿舍，极大程度地为学

生创造了舒适优越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学生对学校各方面较满意。

不足之处：

①教学文档不规范。所查12门课程中，普遍存在着课程代码、学时分

配与人培不吻合；课程名称与人培并非完全一致等共性问题，个别教学文

档打印出现乱码现象。整体来看，课程大纲、考核大纲、教学日历、教案、

教材等教学文档材料有待完善。

②试卷批阅及装订不规范。一是试卷批阅均未实施流水阅卷制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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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首张试卷均未执行评阅人签名制度。三是试卷评阅打分不严谨，如21级

纺织工程本科2班《纺织材料学》试卷中多处出现分数修改而未签名等现

象。四是试卷装订未达标，缺少样卷、评分标准及试卷分析报告·课程教学

总结等材料。如21级纺织工程本科１班《电子与电工技术》试卷未装订；

又如《纺织品整理学》试卷错将纺织工程本科１班与２班试卷装订在一起。

五是试卷袋封面信息不完整。

③学生考勤及平时成绩记录不完整。在学生考勤记录方面较随意，有

的课程体现了13周，有的课程体现了12周，还有的课程只体现了11周，个

别课程无学生考勤记录。学生平时成绩登记表中，既有百分制又有五级制，

评分标准不统一。

④开课计划中，无《认识实习》及《专业实习一》，与人培方案不符。

整改措施：

①加强与联合培养学校的沟通与指导，定期查阅相关教学文档及时答

疑。

②加强试卷命题、批阅、试卷分析等相关工作的培训与指导。

③加强对期末试卷命题质量审核，对试卷批阅、学生成绩记录本填写、

试卷袋填写等进行明确，做到全院统一规范。

④重点对试卷分析报告和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提出要求，通过交流学

习，促进任课教师对课程进行深度剖析，对教学方法、课程考核内容、考

核形式、试卷命题、学生互动和管理等进行反思，并用于下一年度课程教

学的持续改进。

3.2023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汇报巡查

2022年10月11日，2023届纺织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设计与工

艺教育三个专业的全体本科毕业生及全体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参加

了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汇报会，基于目前疫情防控的需要，各小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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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会议的形式开展线上汇报。分管质量监控的廖师琴副院长及院督导线

上巡查了开题汇报情况。

图5服装工程学院2023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汇报现场

学生重点围绕选题研究现状与意义、研究方法与内容，创新点以及毕

业设计（论文）计划等进行阐述，大部分学生在开题汇报时能够清晰的表

达自己的想法，体现专业特点，研究对象或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也能

制定合理的毕业设计（论文）完成计划，答辩老师从选题的应用价值、前

期调研与准备工作的充分程度、研究内容与创新点等角度进行了点评，并

给予了合理建议，帮助学生进一步明确研究思路，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完成

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汇报后，部分学生与自己的指导老师进行进一步

的沟通，并结合答辩老师的意见，调整了毕业设计（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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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毕业设计（论文）题目修改情况

二、严格履行督导巡课、听课职责

根据十月份课堂教学形式多样性的特点，院级督导组成员既通过对正

在进行的课堂教学进行巡查，及时对授课教师是否提前候课、是否旷课迟

到早退、是否私自换课以及是否拖堂等进行判断和评价，又采用随机、随

堂听课,听整节课的方式,及时了解教师授课情况以及教师落实学校有关课

堂教学要求情况（如教师“八带”是否认真执行等）。听课中,主要关注

教师授课内容与教案内容、教学进度是否一致、是否让学生有表达、展示、

质疑、探究、合作、训练的时间和机会, 以及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目标达成度等。详细记录巡课、听课情况，认真梳理

巡课、听课中发现的问题或亮点。对于听课中发现的问题，在课后都及时

的与任课教师进行沟通，并第一时间督促老师们改进。对于巡课中发现的

亮点，也及时反馈给相关教研室，建议教师们相互学习、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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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巡课、听课及教学质量反馈表

三、坚持不懈做好学风督导工作

学风是凝聚在教与学过程中的精神动力、态度作风、方法措施等，它

依不同学校的不同特点表现出独有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并通过学校全体

成员的意志与行动，逐步地形成和固化，成为一种传统和风格。本院各级

领导和教职员工充分认识到学风是学院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教书育人的本

质要求，是学院的“立院之本、发展之魂”，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根本

保证。为此，院级督导组成员在十月份通过进班观察学生的上课情况、课

后查阅学生的课堂笔及作业/作品等形式，加强对本院学风的督导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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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学生上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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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学生课堂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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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学生部分作业/作品

通过学风督导，我院正全力营造优良的学风环境，把学风建设，特别

是以忠诚、积极、负责为要素的“态度”培养融入到加强风内涵质量建设、

提高教学质量和育人效果的各项工作当中。

四、深入开展教风督查工作

教风是教师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的具体体现，其实质是教师的素养、

智慧和风范，既是教师的德与才的统一性表现，也是教师整体素质的核心，

还是教师道德、才学、作风、素养、治教等的集中反映。在十月中下旬期

间，廖师琴副院长结合本月教学工作特点及学院工作部署，率领院督导组

成员深入一线对全院教师开展教风督查。

在督查过程中，发现的亮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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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有项目教学班，主讲教师一般由二至三人组成教学团队。团队成

员之间十分注重团结互助，互相学习。当遇到复杂问题时，则积极采取讨

论协商方式共同解决。

2.服装设计教研室胡萍副教授根据项目课程《高级定制》的特点，采

用“任务驱动”教学法进行授课。胡老师先根据教学要求提出有实际意义

的、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任务”，以完成一个个具体的“任务”为线索，

再把教学内容巧妙地隐含在每个“任务”之中，接着让学生自己或在老师

的指导下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最后学生进行具体的操作完成相应

的“任务”。

图11胡萍教师授课现场

3.纺织材料工程教研室杜芳芳教师在讲授《大提花织物设计与开发》

课程时，采用讨论式教学法，通过设计问题、提供资料、启发思路等环节，

启发学生就特定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

精神。

http://www.so.com/s?q=%E6%80%9D%E8%B7%A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A7%81%E8%A7%A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8%9B%E6%96%B0%E7%B2%BE%E7%A5%9E&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8%9B%E6%96%B0%E7%B2%BE%E7%A5%9E&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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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杜芳芳教师授课现场

4.本学期“智慧化教室”建成，学校要求每个学院必须派教师使用

“智慧化教室”进行教学。面对新的教学设备，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正

在学院为此事“发愁”之时，学院党员教师胡萍、黄淑娴等，不畏艰难、

主动请缨成为学院“第一个吃螃蟹人”。两位教师这种勇于尝试、敢于体

验的精神，也将在本院教师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5.课余时间，教师们会根据自身的专业特长，或是耐心为学生答题解

惑，或是带领学生进行实验操作，或是共同探讨某一专业问题。此举，践

行了“以学生为中心”理念，也充分体现了教师们无私奉献、爱生如子的

崇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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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各任课教师课余时间与学生在一起

不足之处：一方面，个别新老师课堂教学把控能力不足，重难点不够

突出；另一方面，个别老教师教学内容较陈旧。今后各教研室需要多开展

一些集体备课、公开课等教研活动，加强新老教师互动交流，尽快帮助新

教师提升教学能力。同时，全院将进一步加强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要求全

体教师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开阔视野，了解学科专业前沿，积极开展原创

性、引领性技术攻关，科研反哺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目前,随着2022级专科生的报到入学，学校实现了安全开学、正常开

学、全面开学的阶段性目标。学院各部门间形成了合力，齐抓共管，全面

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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