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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5 学年度秋季学期督导工作总结 

2024 年 8 月 29 日，海外教育学院教学召开新学期教学工作准备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教学副院长雷莉老师、教学科全体老师、院督导组成员和学院

全体教师等。会议对新学期开学教学相关工作进行了部署。2024年 9月 5日，

教学副院长雷莉召集教研室、督导组和教学科再次召开了新学期教学和督导

工作准备会，会议对本学期的教学和督导相关工作进行了讨论和部署，也对

新学期督导组的听评课和督导细则做出了要求，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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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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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秋季学期中认真完成了学院

布置的各项督导任务。 

一、开学教学检查工作 

在 2024 年 9 月 5 日的新学期教学和督导准备会上，学院按照学校对开

学教学检查的相关要求，并结合本院实际，于正式开课前做好了开学教学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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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督导组成员

任瑚琏、赵霞、张杰、欧翔英、邓波、鲜丽霞、周丹、游黎老师等多次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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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检查，巡察范围涵盖望江校区学院本部和江安、望江两校区公共课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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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服务保障及各项

安排到位，教学环境整洁有序，教师对新学期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教学准备。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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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门次，

院外公共汉语课程 13 门次。 

本学期共有 8 位督导（其中 3位兼教研室主任）参与了听评课，共完成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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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合计 

门次 22 15 10 10 8 65 

比例 33.8% 23% 15.3% 15.3% 12.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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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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15 0 0 65 

比例 76.9%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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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认真，教案详尽，教学流程进行了精心设计。督导在听课期间，

了解教师使用教材、备课情况，注意到很多老师准备充分，教学环节清楚连

贯，教学内容丰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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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良好。例如周丹老师的“中级综合汉语-2”，

鲜丽霞老师的“语言实践-3”，周索老师“中国文化概况”，游黎老师的“古

代汉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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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严格管理，课堂秩序良好，师生互动情况良好。本学期学院承担院

外班课程较多，对院外班学生的管理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督导老师在听

评课过程中对此进行了重点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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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配合度很

好，很少有迟到、早退现象，学生的学习意愿和学习主动性良好，都很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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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师展开互动。例如罗艺雪老师的“汉语听说”课，督导组总结了：“（1）

教师注重课程的实用性与趣味性，结合多样化的图片、视频多种手段帮助学

生进行操练，学生开口机会多，参与度高，互动性强。（2）教师创造条件请

学生与学生进行互动。（3）教师善于在教学中融入语素教学的理念，帮助学

生围绕高频语素扩展。（4）教师善于在课堂中加入真实的语料。（5）教师教

学准备充分，语速适中，提问语言较为简练，采用具有启发性、互动性的教

学方法引导学生，并能够根据教学内容结合学生的现实生活进行简单的对话

扩展和段落扩展。（6）能够充分结合生词、句型进行互动操练，突出地体现

了听说课的课型特点”等 6 条亮点，对其授课模式和效果进行了高度的肯定。 

3.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落实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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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李韵老师的“现代汉

语词汇-1”，教师对教学内容有深刻理解，教学经验丰富。词汇课程作为一

门理论内容较多的课程，教学容易出现枯燥乏味的情况。但本课程的教师能

够准确把握课程重点与难点，能够将理论知识与生活中常见的语言现象联系

起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能与学生互动积极，课堂

节奏很好。鲜丽霞、邓波、程文老师的“语言实践”充分体现了课程学生与

社会相结合，课堂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由内及外，由外及内，把语言的运

用主体交给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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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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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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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青年新教师师教学手段比较单一，与学生互动的手段不足，精讲

多练原则体现不够。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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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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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培训会。 

2024年 10 月 11 日，学院成功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青年兼职教师培训

活动，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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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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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技能课教学法、敏感话题处

理、初级阶段教学技巧以及课堂教学难点与痛点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

讨。 

院督导专家赵霞、欧翔英老师及资深教师王丹、罗艺雪、优秀青年教师

于婧等从多个角度对青年教师进行了教学技能方面的培训，这些经验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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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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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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海外教育学院第十期教改项目初评会 

10 月 18 日，四川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成功举办了第十期教学改革项目初

评会。会上，六位项目负责老师分别就各自的研究内容与成果进行了精彩汇

报。此次会议不仅是对过去一年教学改革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对未来教育

创新方向的一次深刻探讨。 

针对六位老师的项目中期汇报，学院领导进行了总结与评价，督导组专

家老师也认真听取了汇报，针对各项目的进展、经验与不足展开了热烈讨论，

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五、积极参与巡察集体备课、同行听评课及观摩研讨等各类基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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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了大量课程的集体备课、同行听评课和观

摩研讨。院督导组也积极跟进，对相关活动进行了监督检查。 

本学期学院共举行基层教学活动 16 次，如初中级汉语教研室开展的系

列集体备课活动，高级汉语教研室举行的“《语言实践》集体听评课及观摩研

讨会”活动，公共汉语教研室举办的微课分享集体备课活动等。督导组也深

入参与了这些教研活动，参会专家对活动做出了认真细致的巡察与建议。  

以上工作对学院集体备课、集体听评课和观摩研讨活动的开展起到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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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促进效果。 

六、积极完成青年教师导师制工作检查 

学院高度重视青年教师导师制工作，按照学校要求，为近年来新入职的

青年教师均配备了教学科研经验丰富的教师作为导师。导师为青年导师制订

了培养落实计划，将对青年教师的指导落到实处。院督导组全程参与相关工

作，审定了培养计划的落实，参与了导师对青年教师教学的指导工作，对相

关计划的实施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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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12 月 1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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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考察，院督导组成员邓波、游黎、鲜丽霞、周

丹等与专家组进行了会面，接受了专家组的分组考察、问询和调研，向专

家组反应了学院近年来的在教育教学方面的发展情况，说明了目前存在

的不足和发展中的限制条件，实事求是、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得到了专家

组的肯定。 

此外，督导组对审核评估工作中的重要教学资料（期末试卷档案、毕

业论文档案等）进行了自查自改，严格把关，力争将督导工作做到细处，

为学院和学校的迎评促建工作做出贡献。 

 

（海外教育学院督导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