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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5 学年度春季学期督导工作总结 

2025年 2 月 20日下午，海外教育学院召开新学期教学工作准备

会，院督导组教师参加了会议。会议上，教学副院长雷莉老师根据本

学期学生情况，对新学期开学教学相关一系列工作进行了部署。在教

学督导方面，主要针对基层教学组织活动重点，如开学教学检查、集

体备课、集体听评课、青年兼职教师系列培训等重要工作进行了规划，

对本学期的教学督导组相关工作进行了讨论，制定了本学期听评课计

划、青年兼职教师培训及技能提升计划、公开观摩课计划等。2月 27

日上午，学院召开 2025 年春季新学期开学教学工作会，院领导传达了

学校开学工作布置会重要精神，对新学期教学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和期

望，对本学期的重点工作进行了布置，并进一步安排落实教学任务。

督导组成员深刻学习领会学校、学院对教学工作的重要指示安排，在

2025年春季学期中认真完成了学院布置的各项督导任务。 

一、 开展开学教学检查工作 

按照学校对开学教学检查的相关要求，结合学院实际做好了开学

教学检查的安排和准备，制定了开学检查安排表，确保开课第一周教

学检查落到实处。督导组充分发挥督导职能，积极参加开学教学检查

工作。3月 3 日，学院共计 90 门次课程陆续开课。院督导组成员任瑚



琏、邓波、张杰、欧翔英、克非、鲜丽霞、周丹、游黎老师等按照之

前制定的开学教学检查计划，多次参与教学检查，深入课堂进行了全

面巡查，巡察范围涵盖望江校区学院本部和江安、华西两校区公共课。

巡察重点为教学准备、教学秩序、教风学风、教学保障情况等核心内

容，并与授课教师和学生进行了面对面交流，了解教学情况，确保了

本学期开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从第一周检查的情况看，学院教学秩序总体良好，任课教师提前

到岗，无脱岗、迟到，无调课、代课，课前准备充分，授课精神饱满；

学生到课率高，学习状态良好，课堂气氛活跃，课堂纪律良好。教学

环境整洁有序，各教室多媒体设施运行正常，充分展现了新学期的新

气象、新面貌。 

二、重点完成听评课工作 

（一）听课基本情况 

听评课工作是督导组的重点工作之一。本学期开学伊始，在学院

教学科的积极配合下，督导组成员线上完成了听评课工作任务分配。

每位督导老师计划听评课 8门次及以上。至本学期末，督导组顺利完

成了听课计划，进行了听评课工作总结，对本学期听课情况进行了认

真统计、分析，指出了听评课中发现的各种问题，为进一步提高教学

质量做出了指导。 

本学期共开设 92 门次课程。其中：本院汉语言本科专业课程 77

门次，院外公共汉语课程 13 门次，国际课程周课程 2门次。 

本学期共有 8 位督导（其中 4 位兼教研室主任）参与了听评课，

共完成 62 门次，具体听课情况见下表一： 



表一  院督导组听课情况 

类别 专业课 
专业基

础课程 

通识模

块课程 
公共课 

实践教

育课 
合计 

门次 20 9 10 14 9 62 

比例 32.3% 14.5% 16.1% 22.36% 14.5% 100% 

每一次听课结束，听课老师均及时与授课教师进行了交流，着重

指出不足之处、提出改进意见。课后并就课堂的基本情况、亮点与特

色、改进意见与建议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等级评价。  

表二  院督导组评课统计情况 

评价 A B C D 合计 

门（次） 57 5 0 0 62 

比例 91.9% 8.1% 0 0 100% 

（二）本学期教学亮点 

从听课的总体情况来看，本学期教学的亮点主要集中在： 

1. 教学材料准备充分、合理，能够满足教学要求和实现教学目

标。督导组老师在听课期间，按照学校学院工作要求，详细了解了课

程的教材使用情况，并重点向教师、学生询问了对教材使用情况的满

意度，从总体的反馈情况看，师生对于选用的教材普遍反映良好。有



部分师生在对教材总体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现有的教材的一些不

足。问题主要集中在部分教材的语言材料比较陈旧、过时，脱离了现

有的社会生活情况。这些问题是语言类教材常见的问题，督导组已将

老师们反映的情况通报教研室，下一步将注意更新和补充教学材料。 

2. 教态良好，备课认真，教案详尽，对教学流程进行了精心设

计，大部分课程教学效果良好。督导在听课时，注意到很多老师认真

备课，教学环节清楚连贯，教学内容丰富、难度适中，教学环节时间

分配合理，不同教学内容之间衔接切换自然。练习方式多样，词语、

语法、文化知识和课文有机结合。教学管理科学，课堂活跃，师生互

动频繁，学生专注度和参与度高。教师态度亲切，语言规范，着装得

体，教风朴实自然，教学效果良好。例如程文老师的“高级综合汉语

2”、何婉老师的“初级综合汉语 2”、温松岩老师的“中级综合汉语

1”、李月炯老师的“中国概况 1”、王丹老师的“高级综合汉语 1”、

游黎老师的“高级综合汉语 4”、周丹老师的“现代文学与社会”“汉

语 2”、周迪老师的“汉语 5”、秦晓烨老师的“汉语 3”、郭鹏程老

师的“中国当代文学”、雷莉老师的“中国语言之美：成语篇”等课

程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受到了督导听课老师的高度评价。 

3. 严格管理，课堂秩序良好，师生互动情况良好。督导老师在

听评课过程中对课堂纪律和学生听课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发现老师

们对学生严格管理，认真考勤，作业布置、批改一丝不苟，课堂各环

节都得到了比较好的实施。由于老师的努力付出和精心设计，大部分

课程的师生互动情况都非常好，学生上课能认真听讲，较少迟到早退

现象，前排就坐率高课堂学习专注度较高，能积极与老师互动，主动

回答问题并与同学展开讨论。 



4. 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得到很好的落实。在教学内容上，老师

们注重学以致用的教学理念，注重将课堂教学内容与日常社会生活情

境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兴趣与语言理解能力及语言使用

能力。例如程文老师的“高级综合汉语 2”，随文讲解生词并注意生

词的拓展讲解，并注意通过师生问答等形式与学生互动，考察学生理

解情况，PPT 用彩色字标出重点，教学过程总体清晰明了，加深了学

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也锻炼了学生运用生词进行表达的能力，教师

有亲和力，学生较为主动积极。周丹老师的“中国现代文学与社会”

总结鲁迅作品的艺术特点、思想价值及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

位，让学生深入了解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思想变革，然后从鲍

勃·迪伦获评诺贝尔文学奖切入，引导学生探讨诗歌的本质及作用，

并介绍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变化及特点，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学习做好

铺垫。课程内容丰富并注意师生互动，积极引导学生回答问题。知识

点与语言点的讲解重点突出，清晰明了，充分体现了本课程文化教学

与语言教学相结合的特点。教师对下节课的内容也进行了提前布置，

引导学生做好学习准备。这些课程都受到了督导组老师的高度评价。 

总体来看，通过老师们的认真准备、生动充实的课堂教学和课后

答疑，老师们圆满完成了教学任务，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教学需要改进的方面 

1.部分青年兼职教师还存在着在汉语本体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

的问题。一些老师在少数语言细节的问题上自身认识不足，出现了“解

释不清”或者“解释错误”的情况。同时，由于对本体把握不足，也

容易出现教学设计不够合理的问题。 



2.个别老师课堂用语使用媒介语过多。一些老师教学经验不足，

对教学中的部分问题没有深入思考如何用中文向学生解释，更没有深

入思考有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展示”替代“解释”，而是简单地使

用英文等媒介语进行翻译和介绍，没有实现中文教学的目的。 

3.个别老师讲解过多，与学生互动的手段不足，精讲多练原则

体现不够。新手老师在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很容易“满堂灌”，不注

意与学生的互动，不注意及时听取学生的反馈，课堂气氛稍显沉闷。 

4.课堂讨论中，个别语言能力较强的学生发言较积极，导致有

的学生开口机会较少。教师在这方面课堂管理还存在不足。 

以上需要改进的问题，经听课老师指出并提出改进建议后都得到

了不同程度的改进，教学效果令学生满意。 

三、举办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培训会 

为帮助青年教师尽快适应教学工作，切实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能

力，通过经验分享与策略探讨，进一步提升青年兼职教师的教学能力

与综合素质，3月 28 日下午，院督导组联合教研室，组织举办了

2024-2025 学年春季学期青年兼职教师教学技能培训会。参会人员包

括教研室主任、院督导、资深优秀教师代表、教学科以及全体青年兼

职教师。 

本次培训由院督导组专家及教研室主任主讲，并汇聚了全院各教

研室多位在教学一线的青年兼职教师。院督导专家任瑚琏、鲜丽霞、

游黎老师及资深教师李月炯、李韵等从多个角度对青年教师进行了教

学技能方面的培训，这些有丰富经验的老教师无私地分享自己的教学



心得，对青年教师言传身教，起到了很好的“传帮带”作用。 

培训会设置了交流环节。青年教师向培训老师提出了开学以来教

学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督导老师一一进行了耐心、有效的解答和建

议，同时院督导老师也向青年教师提出了要充分与教学导师交流、多

向教学导师请教的希望。 

本次青年兼职教师培训活动不仅为教师们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的

平台，更为他们指明了未来教学工作的方向和目标。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这些青年教师定能在教学岗位上绽放光彩，为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参与四川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第十一期）研究项目

申报学院评审推荐 

本学期督导组专家参与完成了四川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

（第十一期）研究项目申报学院评审推荐，认真细致地研读、评判了

申报材料，共推荐项目 15 项。 

五、巡察集体备课、同行听评课及观摩研讨等各类基层教学组织

活动 

针对学校重点部署的教学中教师集体备课、同行听评课、观摩研

讨等工作，海外教育学院积极落实，组织了各种形式的集体备课以及

多个课程的同行听评课和观摩研讨。本学期各教研室采用联合和特色

并重的模式，共开展基层教学组织活动 19次。其中，教研室联合开展

活动 6 次，高级汉语教研室单独开展 2 次，中级汉语教研室 4 次，初

级级汉语教研室 4次，公共汉语教研室 3 次。重点开展了集体备课 3



次（组），集体听评课 7 次。 

针对上述基层教学组织活动，院督导组也积极跟进，对相关活动

进行了监督检查。以上工作对学院集体备课、同行听评课、观摩研讨

活动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效果。 

六、参加“2025 年校院督导经验交流会暨教学管风建设研讨会” 

2025年 4 月 25日，校教务处、校督导委组织召开了“2025 年校

院督导经验交流会暨教学管风建设研讨会”。会议对听取了各学院的

“教风”“管风”汇报，并对教学管理和督导工作中的各类经验、教

训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讨论。海外教育学院督导组出席了会议，汇报了

学院在教学管理和教学督导方面的工作和成绩，并积极听取了兄弟学

院提供的相关经验，收获丰富。 

七、积极参与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评自建及迎评促建工作 

“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评自建及迎评促建”工作是学校部署

的下一步重点工作，学院督导组也深入参与其中。 

学院针对上学期末学校专家组对学院（系）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

估自评自建工作情况的考察结果，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制定了

整改计划。督导组老师深入参与了以上工作。 

本科教育自评自查工作也是本学期学校、学院布置的工作重点之

一。督导组积极配合学院教学科，进行教学自评自查，对照上一轮试

卷、毕业论文（设计）专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整改建议，扎实开展

课程试卷、毕业论文（设计）等重要教学档案的自查和整改工作。自

查工作具体而详细，落实到每个责任人，有效保障了自评自查工作的



顺利开展，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八、 认真完成期末巡考工作 

期末考核是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学院领导的高度

重视。督导组按照学院制定的详细巡考计划，认真完成巡考任务，实

现了公共汉语课程的期末考试巡考全覆盖，院内考试也实现了大部分

覆盖。 

九、 完成青年兼职教师推优工作 

期末评选青年优秀兼职教师有助于激励青年教师的上进心，对表

现良好的青年教师也有很好的鼓励作用。督导组根据听评课和平时掌

握的情况，积极参加期末青年兼职教师推优工作，促进青年师资队伍

的培养。 

十、 认真总结，制定进一步优化的督导工作计划 

2025年 7 月 2 日下午，海外教育学院召开春季学期教学督导总结

会，会议由雷莉副院长主持， 各督导、教研室主任、教学秘书老师参

会，会议深入讨论、总结了本学期的教学督导工作情况，并初步布置

了下学期的工作安排。总结会使各位督导老师的工作方向更加明确，

深刻理解了肩负的任务与使命，坚定了大家做好公共服务、做好督导

工作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