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开展专题听课评课的工作安排 

为了更好地发挥教学督导指导教学、帮助教师、服务分院的职能作用，

2013-2014 学年第二学期在教学督导自主听课与指令听课相结合的常规听

课工作基础上，学校拟组织教学督导开展专题听课评课工作。现将相关工

作安排如下： 

一、听课评课单位及课程 

本次专题听课评课单位为通识教育学院，课程为通识教育学院本学期

面向全校开设的 15 门公共选修课，即：《生活中的数学》、《博弈论》、《运

筹与规划》、《职业人的礼仪与修炼》、《欧亚幸福课》、《人生的维度：儒佛

道》、《影视鉴赏》、《西方文化入门》、《生命与爱情：女性主体解读》、《世

界经济文化》、《从音乐看世界》、《名家名著导读与鉴赏》、《西方美学史》、

《大学精品视频公开课导学》、《阅读与写作》。 

二、听课评课时间及分工 

（一）听课时间 

上述选修课开设时间为 5-12 周，专题听课时间为 8-12 周（4 月 14 日-5

月 16 日）。 

（二）听课人员及任务 

本次专题听课由张梅、闫晋瑛、张清宏、李小丽、晁翠华等院内督导

和职能处室相关人员及若干院外督导结合组成。院内人员每人负责 3 门课

程，每门课程听课不少于 2 学时，具体分工及课程见附表 1。院外督导听课

另行布置。 

（三）评课时间 

本次听课结束后，教学质量评估中心组织院内外督导向通识教育学院

及授课教师进行面对面的座谈反馈。评课时间定于第 13 周进行，具体时间、

地点、参加人员教学质量评估中心另行通知。 

三、听课、评课基本关注点 

（一）听课基本关注点 

1、教学文件。主要观测：（1）教学大纲。（2）授课实施计划。（3）教



材或讲义或参考资料。（4）考核办法。 

2、教学准备。主要观测：（1）教师教案。（2）对学生的了解途径和程

度。（3）分院、教研室重视程度及把关程度。（4）对多媒体设备的熟悉度。 

3、教学内容。主要观测：（1）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启迪作用。（2）容量

饱满、观点正确。（3）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熟练程度。 

4、教学方法。主要观测：（1）多媒体设备使用与教学内容的匹配度。

（2）启发式、案例式、讨论式等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方法的使用。（3）教师

情绪、精力的表现程度。 

5、教学效果。主要观测：（1）学生的到课率。（2）课堂秩序。（3）学

生满意度的随机调查。 

（二）评课基本关注点 

1、考核资料的完备性和执行情况。此项工作由教学质量评估中心督导

徐和平老师考察通识教育学院后作出评价意见。 

2、校内外专题听课督导结合听课基本关注点和负责课程，就每门课程

在 5 个方面好的做法、存在问题、改进意见进行认真的书面小结（5 月 23

日以前听课评课督导将小结电子版报评估中心刘慧，88738271），评估中心

负责组织向通识教育学院、授课教师进行面对面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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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听课评课督导学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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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听课评课课程信息及分工显示表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选课学生 

人数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听课人 

生活中的数学 程红萍 50 周五 5-6  6-208 

晁翠华 

张新峰 
博弈论 马晓燕 57 周三 1-2 

教学西区 1#楼 

A座 405 

运筹与规划 杨卫 130 周四 9-10  6-408 

职业人的礼仪 颜珺 190 
周二 9-10 

周四 9-10 
教学南区 D112 

张梅 

贺敏娟 
欧亚幸福课 蒲转莉 130 周四 5-8 6-109 

人生的维度：儒佛道 相金妮 
34 

60 

周一 1-2 

周五 1-2 
教学南区 D座 112 

影视鉴赏 张瑾 170 
周一 5-6 

周三 5-8 
教学南区 D座 001 

闫晋瑛 

徐和平 
生命与爱情：女性主体解读 相金妮 

69 

44 

47 

周三 1-2 

周三 3-4 

周三 5-6 

教学南区 D座 112 

从音乐看世界 马克伟 183 周四 3-4 教学北区 E座 207 

西方文化入门 腾华 120 周二 5-6 6-208 

张清宏 

徐和平 

西方美学史 邢媛菲 
70 

110 

周五 1-2 

周五 3-4 
6-408 

世界民俗文化 卢卓元 

60 

61 

160 

周二 1-2 

周二 3-4 

周二 7-8 

教学南区 D座 112 

名家名著导读 张小虎 38 
周一 3-4 

周三 3-4 
2-112 

李小丽 

贺敏娟 

 

大学精品视频公开课导学 张小虎 
38 

65 

周四 3-4 

周四 5-6 

6-409 

6-209 

阅读与写作 李林 90 
周一 9-10 

周二 9-10 
3#A-101 

 

 

  



附表 2 

专题听课评课记录表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授课地点  到课人数  

听课人  听课时间  

教学文件（教学目

标、教学进度计划） 

 

 

 

教学准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效果 

 

 

 

总体评价 

 

 

 

 

 

 

 

 



附件 3 

听课评课督导学习资料 

    评课是教学、教研工作中一项经常开展的活动，也是督导人员需要进行的一项常

规工作。此项工作是对学校教学管理和教师教学水平进行督导评估的有效手段。全面、

科学的评课，可以提高督导评估结果的信度和权威，树立良好的督导人员形象。评课能

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主动性，帮助和指导教师不断总结教学经验，提高教育教学水

平，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素养；促进教师改进教学实践，使教师从多渠道获取信息，不

断提高教学水平，转变教师的教育观念，促进教师生动活泼地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

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大家经常参加评课，但督导人员评课与教研人员评课在内容

和角度上有所不同，那么在新课标意义下督导人员究竟应当怎样评课，本人谈一下自己

的粗浅看法，欢迎诸位提出宝贵意见。 

  一、评教学思想 

  教学思想对课堂教学有直接影响，课堂教学的成败，首先要从教师教学思想方面来

进行客观分析。从大的方面来说，要看教师的教学是不是素质教育的模式，是否对社会

需求和学生终生发展负责。从小的方面来讲，要看教师的教学是否做到面向全体学生和

是否关注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否体现师生的“主导”与“主体”的

角色地位，在这个问题上应重点看学生主体地位的突出情况。因为教学包含了教育者与

被教育者两个方面，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构成了平行而且统一的活动体系。教为主导，

学为主体，反映了教学的基本规律。什么是教学？从某种意义来说，教是为了学，教学

就是教学生怎么学，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教师的教主要是为学生的学服务的，教师

的教要真正起主导作用，就必须真正使学生的学积极主动起来，无论哪种形式的教，如

果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那么这种教必定是低效的，甚至可以说是失败

的；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德育教育是否统筹兼顾；是否注重了对所教学生智力因素和

非智力因素的双重培养。因为无论是知识的掌握，还是智能的发展，除了他们之间的相

互作用外，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非智力因素，如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性

格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教师的主要任务除促使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学会比较、分析、

钻研，培养多思、勤问、质疑、善辩的自学能力和解惑能力外，还应注重促进智力因素

和非智力因素的协调发展，教师要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做到既



教书又育人，使学生受到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熏陶，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

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二、评教学态度 

  教学态度是否严谨认真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价：一是教学设计时，对教材、课程

标准是否研究透彻、把握准确。二是课前准备是否充分。教案不熟、教具不全，实验课

前演示、分组实验不试做等就属于课前准备不充分。三是课堂表现是否严肃认真，处理

偶发事件是否及时正确。评教学态度要结合教学常规、工作要求，以体现教学的严肃性，

同时要指出教学管理中的症结所在，促进改正。 

  三、评教学基本功 

  教学基本功是教师从事教学实践活动必备的知识和技能，评价重点应放在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板书，设计科学合理，言简意赅，有艺术性，条理性强，字迹工整美观，板

画娴熟。二是教态，据有关材料介绍：人的表达靠 55%的面部表情+38%的声音+7%的言词，

从中可以看到面部表情在人的表达中的作用。因此说教师教态应该明朗、快活、庄重，

富有感染力。教师应该仪表端庄，举止从容，态度热情，热爱学生，师生感情融洽。三

是语言，要准确清楚，说普通话，精当简练，生动形象，有启发性。教学语言的语调要

高低适宜，快慢适度，抑扬顿挫，富于变化。四是看操作，教师要熟练运用教具，熟练

使用录音机、电视机、DVD 机、多媒体投影设备（电脑、电子白板、实物展台），对实

验的演示时机、位置把握得当，照顾到全体学生。课上演示和实验操作熟练准确，达到

良好效果。 

  四、评学法指导 

  1、看学法指导的目的要求是否明确。 

  帮助学生认识学习规律，端正学习动机，激发学习兴趣，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逐步提高学习能力，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 

  2、看学法指导的内容是否熟悉并付诸实施。 

  学法指导应渗透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学语言告知，通过教学指令下达，通过简单

环节的训练来完成。在实际工作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尝试下面几种学习方法：（1）

通过模仿进行学习 听和读的过程就是模仿的过程；（2）通过条件反射进行学习 这个

过程是一个由“刺激——反应”的过程。一个人接受刺激后，他借助与以前所学知识联

想的帮助，便获得新的联想。（3）通过尝试错误进行学习 亲自经过反复实践，尝试由



失败逐步到成功的过程。（4）通过亲自发现进行学习 当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观察一

种新的情景时，当我们重新组织自己的经验，使得新的模式或关系显露出来时，这就是

发现。学习者要靠自己的观察、经验、知觉、实验、探索和思维来学习。 

  五、评能力培养 

  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是否为学生创设良好的问题情境，强化问题意识，激发学生

求知欲；是否注意挖掘学生内在的因素，并加以引导、鼓励；培养学生敢于独立思考、

敢于探索、敢于质疑的习惯；是否培养学生善于观察的习惯和心理品质；是否培养学生

良好的思维习惯，教会学生从多方面思考问题，多角度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六、评师生关系 

  新课程强调，教学是教与学的交往、互动，师生双方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理

解、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分享彼此的思考、见解和知识，交

流彼此的情感、观念与理念，丰富教学内容，求得新的发现，从而达到共识、共享、共

进，实现教学相长和共同发展。交往意味着教学不是教师教、学生学的机械叠加，传统

意义上的教师教和学生学，将不断让位于师生互教互学，彼此将形成一个真正的“学习

共同体”。对教学而言，交往意味着人人参与，意味着平等对话，意味着合作性意义建

构，它不仅是一种活动方式，更是弥漫于师生之间的一种教育情境和精神氛围。对学生

而言，交往意味着心态的开放，主体性的凸现，个性的彰显，创造性的解放。对教师而

言，交往意味着上课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是一起分享理解，不是关注“物”，而是关

注人；上课不是无谓的牺牲和时光的耗费，而是生命活动、专业成长和自我实现的过程。

交往还意味着教师角色定位的转换：教师由教学中的主角转向“平等中的首席”，从传

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向现代的学生发展的促进者。 

  在深入实施新课程的今天，师生之间不再是一种依附关系，而是平等的。在实施新

课程过程中，师生互相尊重。教学中，要重视知识的获得方式、重视学习知识的过程。

师生之间不再是一种你讲我听的关系，而是民主的。在新的学习方式中，师生共同研究，

相互促进。师生之间走向经验共享。教师和学生均以个体形式存在，师生之间的单数交

往成为可能。 

  七、评教学效果 

  教学效果是评价课堂教学成功与否的重要依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学效率

高，学生思维活跃，气氛热烈。二是学生受益面大，不同程度的学生在原有基础上都有



进步。三是知识、能力、情感目标达成。四是有效利用课堂时间，学生学得轻松愉快，

积极性高，当堂问题当堂解决，学生负担合理。具体说，要依据课程标准、对照预定的

教学目标、结合具体的教材内容进行评析。一看学生学到哪些知识，受到哪些教育。体

现在学生知识的增长、学习方法的获得、技能的训练、智力的发展、情感的陶冶、意志

的锻炼和价值观的形成等方面，是教学效果的实质所在。二看学生获得了多少激励和满

足。体现在学生学习兴趣和信心的培养上。没有明显的遗漏或失误，达到预定的知识目

标、能力目标、情感目标，即可视为教学效果好。 

  以上本人从七个方面谈了督导人员进行评课的基本要素。如果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够

从这几方面进行强化，将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的转变，我们的课堂

教学将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注：以上资料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