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室              112                  2006      12       8 
 

评建周报  
北京林业大学教务处主办             总第        期                   年       月       日

            
期中教学检查是在学期中开展的一项全校性的教学检查工作，是学校教学质量监控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检查环节主要包括课堂教学检查、实践教学检查、举行观摩教学、

召开座谈会等。目的是通过检查，了解教学进度与计划是否一致，教学内容是否符合大

纲要求，教学秩序是否稳定，课堂教学环境是否整洁有序等；检查实习、实验课是否按

教学计划开出，授课内容是否符合大纲要求，实习实验指导书是否完备，实验室实验记

录是否齐全，是否开展综合性和设计性实践教学活动，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是否按计划

开展等；同时，通过召开教师和学生座谈会与师生进行交流，及时解决教学工作中出现

的问题。 

06-07 学年第一学期期中教学检查总结 

进行教学检查是学校教学管理工作中一项

重要常规工作,是保障教学工作顺利进行的一项

重要措施。为了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

质量，全面了解教学进展情况，总结和推广优秀

教学成果、先进教学经验，建设优良教风和学风，

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学校于

11 月 6 日-17 日开展了本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工

作。此次检查结合学校举办的“北京林业大学第

六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把听课、观摩

教学的重点放在对学院青年教师授课情况的了

解上，旨在进一步加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促进

青年教师业务素质和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学校也

要求校领导、任课教师、各院部及相关职能部门

的管理人员至少听课一次，并填写“听课卡”，

针对教风、学风以及环境设施等方面做出评价，

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教务处统一安排下，各教学

院（部）结合本单位特点，积极组织教师听课、

召开师生座谈会等活动，并提交了书面总结。现

将本次期中教学检查情况总结如下： 

一、听课情况 

本次期中教学检查共收回听课卡 593 份，涉

及被评教师 259 名，占全校开课教师总人数的

41%，被评课程 235 门，占全校开课总门数的

28%，与往年相比，被评教师所占比例波动不大，

被评课程所占比例上升了 4 个百分点。由此可

见，各教学单位对期中教学检查工作的重视程度

正在逐步提高。各单位具体数据见下表： 

表一  各单位听课情况一览表 

听课单位 
收回听课

卡数量 

检查期间应

开课教师数

被评 

教师数

被评教师

所占比例 

检查期间应

开课程数 

被评 

课程数 

被评课程

所占比例

体育教学部 34 32 28 88% 8 8 100% 

生物学院 20 25 7 28% 34 7 21% 

理学院 33 54 24 44% 40 13 33% 

资环学院 55 78 18 23% 62 18 29% 

人文学院 36 53 25 47% 68 2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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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学院 112 70 24 34% 96 21 22% 

材料学院 57 57 13 23% 141 28 20% 

经管学院 35 75 24 32% 129 35 27% 

工学院 33 45 19 42% 108 20 19% 

外语学院 50 63 31 49% 51 13 26% 

水保学院 46 45 26 58% 51 31 61% 

信息学院 36 37 19 51% 38 19 50% 

保护区学院 5 1 1 100% 1 1 100% 

校领导 

教务处 
41 - - - - - - 

总计 593 635 259 41% 827 235 28% 

 

二、观摩教学情况 

因本次期中教学检查与学校举办的“北京林

业大学第六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相结

合，故各教学单位组织观摩教学的规模与往年相

比有了显著提高，根据统计，在此期间，全校累

计对 206 名教师的教学进行了观摩，参加观摩教

学活动的教师数达到了 603 人次（往年大约为

18 名教师，100 余人次）。从这两项数据及各学

院反映的信息不难得出，观摩教学规模的扩大，

对促进教学经验的交流，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

一定的促进作用。各单位具体数据见下表： 

表二  各单位组织观摩教学情况一览表 

组织单位 被观摩教师数 
参加观摩教

学教师人次

体育教学部 1 5 

生物学院 20 28 

理学院 34 56 

资环学院 27 57 

人文学院 20 45 

园林学院 24 36 

材料学院 10 80 

经管学院 9 71 

工学院 22 53 

外语学院 6 75 

水保学院 17 64 

信息学院 15 29 

保护区学院 1 4 

总计 206 603 

三、师生座谈会情况 

本次期中教学检查，各教学院（部）共组织

了 15 场学生座谈会，26 场教师座谈会，参加座

谈会的学生数、教师数分别为 374 人和 381 人，

与往年相比，座谈会的各项统计数据都有所上

升，数据表明，我校学生、教师、管理部门之间

的沟通正在不断加强，各教学单位获取信息的途

径正在稳步扩大，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本的服

务理念正在逐步强化。各单位具体数据见下表： 

表三  各单位召开师生座谈会情况一览表 

召开单位 
学生座谈

会次数 

参加学

生人数 

教师座谈

会次数 

参加教

师人数

体育教学部 0 0 0 0 

生物学院 2 32 1 32 

理学院 1 20 3 55 

资环学院 1 42 1 7 

人文学院 2 40 1 50 

园林学院 1 45 1 32 

材料学院 3 56 4 24 

经管学院 1 13 1 19 

工学院 1 18 1 10 

外语学院 1 52 6 86 

水保学院 1 34 1 24 

信息学院 1 22 5 38 

保护区学院 0 0 1 4 

合计 15 374 26 381 

由上述 3 个统计表不难看出，为保障期中教



学检查的顺利组织实施、在“北京林业大学第六

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获得佳绩，各教学

院（部）都做了较为深入的工作，其中比较突出

的有理学院、信息学院等，工作细致、材料齐备。 

四、管理人员听课情况 

此次听课的管理人员主要包括校领导、教务

处全体工作人员、各教学院（部）正副书记、正

副院长、教学秘书等。教学检查中，大部分学院

及有关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都比较重视，共收回

管理人员听课卡 110 份。各单位具体数据见下

表。 

表四  管理人员听课情况一览表 

单位 听课次数 

校领导 4 
教务处 37 

体育教学部 4 
生物学院 1 
理学院 7 

资环学院 3 
人文学院 5 
园林学院 17 
材料学院 6 
经管学院 1 
工学院 6 

外语学院 5 
水保学院 8 
信息学院 4 
保护区学院 2 

合计 110 

五、检查效果 

此次教学检查的组织及整体运行情况良好，

达到了预期效果。各教学院（部）教学管理有序，

文件存放规范，教学运行稳定，教学内容、进度

和实践环节均按大纲要求和教学日历进度进行。

各教学院（部）通过组织教师互相听课，促进了

教师之间的经验交流，对帮助年轻教师积极提高

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方法起到了很好地指导作

用，同时，组织师生座谈会，认真听取了各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为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及调整工

作思路取得了宝贵的资料。 

通过此次检查，对端正教风学风，进一步规

范教学管理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六、教学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1．各单位落实期中教学检查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表一不难看出，被评教师及被评课程所

占比例偏低，尤其是被评课程的比例较低，说明

了各教学单位对期中教学检查的力度仍显不够。 

通过表四可以看出，参与检查的职能部门及

管理人员偏少，少数学院的管理人员对此次检查

的重视程度还不够。例如生物学院、经管学院分

别只有 1 名管理人员听课。 

2．师生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 

第一，学生纪律问题 

此次检查中，各单位都反映学生的纪律存在

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学生课堂学习存在着比

较严重的逃课、迟到、早退现象，尤其是毕业班

学生，缺课率较高；上课说话、听音乐（或其它）、

看其它书籍、睡觉、吃东西等现象几乎每个教室

都存在；抄袭作业的现象普遍。 

第二，教师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课堂控制、

课件质量等方面的问题 

检查中发现，部分教师在教学方法、教学内

容、课堂控制等方面都存在弱点。教学中教与学

脱节，师生之间缺乏互动，不善于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启发式、案例式等易于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的教学手段运用不够；讲课重点不突出，照

本宣科；课堂内容把握不到位，例如许多可以给

学生自主学习的内容也在课堂上花一定的时间

讲授；年青教师的教学内容与学科研究、社会实

际结合的少，学生对所学课程的实际用途知之甚

少；教师对课堂秩序混乱状况视而不见的情况比

较普遍，个别教师上课迟到，责任心有待提高。

另外，多媒体课件质量不高，文字过多，色彩不

适，缺少图片或动画辅助，展示的内容不易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没有起到多媒体的教学辅助效



果，同时，运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缺少必要的

板书和肢体语言。 

第三，课程设置问题 

课程陈旧的问题依然突出，专业课水平不

高，很难启发学生创新思考；大一课程安排太少，

而大三、大四课又太紧；部分课程衔接不合理，

内容重复；实习太少等。 

第四，教学条件及上课环境问题 

教学条件问题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部分实

验室实验条件不完善，如生物学院、资环学院反

映实验室空间小、部分设备陈旧；另一方面是教

室楼多媒体设备的管理与维护力度仍显不够。上

课环境问题主要是教室楼的卫生问题，例如教室

楼上午 8 点前后弥漫着浓厚的早餐味、地面纸

屑、烟头仍有所见、厕所异味刺鼻等，其次是天

气转凉后，教室楼一层较冷。 

第五，教学质量评价问题 

评价体系、评价结果的合理性需要综合考

虑，科学论证。 

七、建议措施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各种问题，有些问题是可

以近期解决的，而有些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积累

来逐步完善，有些问题只需局限在某一具体部门

解决，而有些需要各单位协助完成，但不管怎样，

要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实现

建立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就需要学校上下重视这

些问题，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1．为确保各教学单位对所承担课程的教学

情况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各教学院（部）应进一

步加强教学检查的力度，对每次检查的覆盖面有

一个详细规划。同时，为保证每次检查收集的信

息更加全面，管理人员要进一步提高对本科教学

的重视程度，积极参与教学检查。  

2． 对于学生纪律问题，学校和各教学院

（部）须引起高度重视，在对引起这些问题的原

因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学校及各教学院（部）应

出台相应措施或加大对有关措施的执行力度，加

强对学生的教育与管理，任课教师在提高课堂教

学质量的同时也应加强对课堂的控制，引导学生

遵守课堂纪律。 

3．学校及各学院要加强对教师的指导，对

从事教师职业不长的年轻教师，要加强教学理

论、教学方法和教育经验方面的培训；对教学不

认真、不仔细、自律意识差的教师，要加强教学

规章制度的学习和职业道德的培训。另外，学校

和各学院也要加强对教师本身素质的了解程度，

将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教师安排在各自擅长的

岗位，同时，严把教师聘用质量关，不聘用素质

较差，不适合教师岗位的人员。 

4．学校、学院应多创造机会促进教学经验

的交流，让更多优秀的教学案例、教学方法供大

家借鉴、学习。 

5．对于教学条件逐步完善问题，需要学校

资金支持。学校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应给予足够

重视，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同时，学校要进一

步加强对现有教学资源的管理与维护，保障各环

节正常运行。 

6．对于上课环境存在的卫生问题和教室楼

一层冬天较冷的状况，应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7．目前学校正在进行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

修改工作，各单位应抓住此次契机，密切配合学

校修改思路，优化课程体系，提高课程水平，突

出专业特色。 

8．加强对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力度，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多方论证，力求完善。 

八、改进之处 

期中教学检查是在学期中开展的一项全校

性的教学检查工作，是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检查，职能部门参与检查的

环节较弱，在今后的检查中，有待进一步加强。

当然，这需要校领导和广大管理工作者的大力支

持。                           （教务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