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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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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学科编印                       2021 年 12 月 30 日 

2021—2022学年度秋季学期督导工作总结 

 

按照学校《关于开展 2021-2022 学年秋季学期本科教学课程领导干部、

督导及同行查课、评课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海外教育学院督导组以听课评

课为本学期核心工作，同时根据督导职责推进了其他相关工作。12 月 10 日

上午，学院教学督导组召开总结会，回顾了本学期教学督导方面的各项工

作，汇总和分析了相关情况，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总结意见如下： 

     一、听课评课 

（一）开学前准备工作 

本学期海外教育学院共开设 30 个教学班，其中 16 个校本部全日制

班，14 个公共汉语教学班。开设 103 门次课程（因选课人数不足停开 2

门次），任课教师 47 人，其中本院在职教师 31 人，兼职教师 16 人。教

学使用平台依次为腾讯会议、qq 群、钉钉、超星、企业微信和微信群。 

正式行课前，学院召开教学科、督导组和教研室会议，讨论开学前的

准备工作，制定听课计划、听课重点，要求上课第一周和第二周，督导组

全体老师参与线上线下巡课，检查学生到课情况、教师备课及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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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网络平台使用是否正常。 

（二）督导听课评课情况 

1.听课情况 

本学期海外教育学院共开设 103 门次课程（因选课人数不足停开 2

门次），其中线上课 99 门次，占比 98%；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2 门次，占比

2%。为了让分布在全球各大洲的学生都能上课，学院在课程安排和上课

时间等方面尽量协调留学生的时差和选课安排。这样，虽然听课评课的

时间很分散，但学院根据特殊情况，协调院领导、院督导、教研室主任以

及同行听课的时间，制定了详细的听课计划，力争做到所有课程全覆盖，

重点课程有跟进。 

作为学院听课评课工作的主力，本学期督导组仍承担了学院大部分

的听课任务。每位督导老师在听课的同时，与院领导、教学科保持信息交

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保证线上线下听课的数量和质量。 

本学期共有 9 位督导（其中 4 位兼教研室主任）参与了听课。在开

设的 101 门次课程中，督导共听了 66 门次课，除极少数同一位教师开设的

平行班课程门次外，覆盖了全部开课的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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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合计 

门次 24 20 16 6 0 66 

比例 36% 30% 24% 10% 0% 100% 

 

听课后，督导老师们及时与授课教师进行了交流，着重指出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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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改进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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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评课情况 

     学院督导组的评课情况统计数据见下表二：  

表二  院督导组评课情况 

评价 优 良 中 及格 合计 

门（次） 46 18 2 0 66 

比例 70% 27% 3% 0% 100% 

 

从听课记录的总体情况来看，评为优和良等级的课程，其亮点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1.在教学内容的把握上，本院专职教师能很好地掌握学生的水平，突

出教学重点和难点， 能结合语言使用的实际材料与学生的现实生活，引发

学生使用目的语讨论的积极性，使学生不仅仅是理解了，更重要的是如何

得体地使用。遇到较难的词，也善于用目的语进行说明讲解。在讲解一些较

难理解的书面表达时，能信手拈来典型例句强化学生理解。高年级教师在

教授课文时，注重引入一些语篇的修辞手段，引导学生分析文章的深层含

义. 

2.在教学手段上，经过两年来线上教学的不断探索，老师们在平台工

具使用、线上教学技能方面有很大的提高。很多教师的 PPT 做得很精美，

结合教学内容穿插图片、视频，形象生动，起到辅助教学的作用。有的教师

利用 PPT 作为黑板在上边圈点、勾画、增添，更接近线下课堂教学，学生看

板书也比较直观；有的老师还录下教学过程，学生可以回放反复观看，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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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3.在教学方法上，加强了提问和互动环节，用多种方式鼓励原本不太

喜欢开口的学生参与讨论，增加课堂内每个学生的开口机会。有的老师还

采用分组讨论形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学生在线上开展活动，丰富了教

学形式。 

4.在教学平台的使用方面也比以前更熟练了，掉线、无声的现象基本

没有发生。 

评为中等级的课程，主要问题是教学法、教学手段较为单一, 重点不

够突出，重点声母、韵母没有追加练习，机械式练习较多，互动式、交流式

练习不够。经过督导听课后交流，并在后期跟进，教学有所改善。 

（三）存在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方面  

1.个别课程教学中，词语解释不够精准，语言点的引入需要更严谨一

些。建议加强备课。 

2.个别教师课堂上使用英语偏多，学生的汉语输入量不够，对培养学

生的汉语思维力度稍欠缺。建议教师在语言课上应控制外语的使用。 

3.个别课程教学节奏稍缓慢，教学步骤之间衔接稍显松散。建议调整

授课节奏。 

4.个别文化课 3 个课时，时间偏长，考虑到外国留学生的吸收能力，

是否考虑缩短课时。 

二、督导组其他工作 

1.参与学院开学初和期末的教学安排工作。  

2.参与开学初教学检查，进行线上和线下课堂巡视。 

3.参与期末考试巡考，督导组精确分工，进行线上线下期末考试巡视，

力争巡考全覆盖。填写巡考记录，及时向教学科反馈巡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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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与讨论并推选出本学期优秀兼职教师。 

5.检查毕业生论文 10 篇。 

6.参与学院公派教师面试工作。 

7.参与本科教学先进个人的学院推荐工作。 

8.参与学院召开的有关教学督导的会议。 

9.参与学院期末工作总结，并对全院听课评课做全面总结。 

三、督导工作的不足之处和改进建议 

1.因人手有限，对部分平行班的汉语课未能全部覆盖，下学期力争全

覆盖。 

2.对好的教学经验，优秀教学案例的推广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3.部分课程听课时间较为靠后，下学期尽量提前安排，进一步提升听

课评课对教学水平提升的效果。 

 

 

 （海外教育学院教学督导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