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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 2020 年春季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工作总结 

 

一、 总体情况 

为进一步加强线上教学秩序管理，提高线上教学质量，查找线上教学运行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尽可能做到线上教学与线下课堂教学实质等效，根据教务处《关于开展 2020 年春季学期期中教学检

查的通知》（教务字[2020]44 号）要求，我院成立了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小组，召开了会议，制订了期

中教学检查工作实施方案，对期中教学检查工作进行了分工，明确了要求。 

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小组： 

组长：段明 

副组长：陈刚、张辉 

成员：马喜平、段文猛、王治红、朱元强、任宏洋、邓洪波、朱鹏飞、郑璇、陈永东、董军 

学院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小组对 2020 年春季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和安排，以教研

室为单位，各教研室主任分别对教研室本学期的教学情况进行检查，实验室主任负责对本学期学院

实验教学的准备及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负责对本学期学生在线学习情况进行检

查，教学办公室负责传达学校和学院对期中教学检查工作的相关要求，收集各教研室、实验室和学

生工作办公室的检查结果，完成最终的化学化工学院 2020 年春季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工作总结。 

二、 检查内容及自评情况 

（一）课程教学 

1、课程资料 

本学期，学院共开设理论课程 104 门次。各教研室主任在每门课开课前，都对教师的教学准备

情况进行了认真检查。根据各门课程的实际情况，任课教师都根据学校的要求，选择了合理的在线

教学方式，并根据确定的教学方式，准备了相关的教学资料，包括电子教材、教学大纲与教学要求、

课程视频、在线教学资源、课程学习提纲或指导、思考练习题、在线教学考核方式等。在正式开课

前，各位老师都通过 QQ 群或微信群与学生取得了联系，提前给学生说明在线教学开展方式，发送

相关资料，进行试讲等。教学准备充分，教学资料齐全。 

2、教学实施 

化学化工学院本学期共开设课程 149 门次，其中理论课程 104 门次，实验课程 35 门次，实践课

程 10 门次。 

目前，所有理论课程已经全部采用在线教学的形式进行教学，在线教学平台使用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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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使用爱课程平台的课程门次最多，学习通、直播及其他平台使用情况大致相当。随

着教师对在线教学平台的熟悉及学生的反馈，后半期开课的课程，采用直播方式的课程门次明显增

加，学生对直播课程的认可度更高。在平台的使用上，老师们并没有局限于某种固定的形式，实际

上，很多老师都根据实际的授课情况和学生的及时反馈，混合使用多种方式，比如 MOOC 平台和直

播的组合，学生通过 MOOC 平台看了视频后，教师再采用直播的方式进行讲解；学习通与直播的组

合，学生通过学习通平台学习视频和完成作业，测试等，教师结合直播进行讲解。在线教学手段应

用的组合方式多种多样，老师们都投入了大量精力摸索各种教学手段，积极开展课堂讨论，严格课

堂考勤，及时批改作业，全天不限时进行辅导答疑，竭尽所能提高在线教学质量，力争做到在线教

学与线下教学实质等效。 

表 1  在线教学平台使用情况 

总门次 爱课程门次 学习通门次 QQ、钉钉直播门次 其他平台 

104 43 25 19 17 

 

图 1  在线教学平台使用情况 

本学期开设的 35 门实验课程，目前已经采用课堂教学类似的形式开展。主要通过建立课程联系

QQ 群，教师通过直播或录播的形式进行讲解，录制实验操作相关视频，给学生提供学习资料等手段，

力争使学生掌握实验目的，实验原理，操作步骤，实验注意事项，实验数据记录、处理与分析等技

能。针对学生本学期无法实际操作的问题，学院承诺下学期学生返校后，开放学院实验室，学生如

果愿意进行实际操作，都可以到实验室进行。 

本学期开设的 10 门实践课程中，实习类课程 5 门，学院正在探讨解决方案。课程设计 1 门，可

以采用在线教学的形式正常开展。二课 4 门，均涉及到实验操作，学院正讨论解决方案。 

3、教学改革 

本学期开学以来，结合线上教学、教学大纲撰写等相关教学工作，学院组织全体老师通过网络

视频会议、QQ 群讨论和课程组成员交流等形式全面开展本科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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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善线上教学的组织形式，确保课程教学质量 

充分做好网上教学的组织协调工作，根据课程特征和授课方式选择合适的网络平台，如：中国

大学 MOOC(慕课)、超星直播平台、腾讯课堂、腾讯会议和 QQ 直播等。根据线上教学情况，进一步

合理设计和组织课程内容；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现有的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资源；探寻合理有效的评价

体系，完善在线课程参与程度、章节测验、作业和考试等评价指标。 

（2）完善本科教学大纲，梳理融入思政元素 

结合工程教育认证的要求，为做好 2019 版教学大纲的修订完善工作，实施大纲执笔人、课程负

责人、专业负责人的三级审查责任制，重点完善课程目标、重点内容、教学方式和课程考核四部分

内容。 

为了充分发挥课堂育人主渠道作用，梳理思政元素的引入点和融入内容，主要从家国情怀、党

的领导、专业伦理、科学精神、责任意识、创新精神、社交礼仪等方面搞好课程思政教学指导工作。

在本学期看教学中，绝大多数课程已经融入课程思政元素。 

（二）课程考核 

目前，学院共有 29 门课程已经完成课堂教学，其中 11 门课程包含课内实验，课内实验教学工

作由于前期不确定学生何时返校，都是延期开展，所以课内实验教学内容目前只开展了一部分。在

已经完成教学工作的课程中，有 3 门课程已经制订了课程考核方案并通过了教研室和学院审核，其

中 2 门课程以大作业及小论文的形式进行期末考核，1 门课程进行在线开卷考试，在线考试时，为避

免学生相互传递答案，实行单题限时完成提交的方式进行。 

针对在线考试学生可能相互间传递答案的情况，学院计划于下周选用 1 门课程进行在线考试试

点工作，采用研究生面试的方式，学生配置 2 个摄像头，对学生的答题现场进行监控，同时要求学

生在考前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学院将根据试点情况，研究本学期课程的在线考试问题。 

（三）毕业设计（论文） 

4 月 10 日-4 月 24 日，学院对 2020 届毕业生的毕业设计（论文）的完成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

目前，已经完成的工作主要有： 

1、毕业设计（论文）动员、导师遴选、题目拟定与审核、题目向学生公布； 

2、教师申报题目、学生选题，下达毕业设计任务； 

3、学生资料查阅、翻译相关外文资料，开题答辩； 

4、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 

5、针对中期检查的薄弱环节进行整改。 

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中发现我院 2020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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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法获取实验数据，学生在家无法有效约束，教师指导条件受限； 

2、部分学生电脑没有带回家，开展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困难，造成进度滞后； 

3、学生获取文献、参考书困难，特别是外文文献； 

4、部分来自农村小孩上网困难； 

5、部分学生整体进度较慢，特别是自觉性差的学生，滞后较严重。 

针对这些问题，学院制订了整改措施，主要有： 

1、根据学生返校较晚的实际情况，更改毕业设计（论文）题目或任务书，减少或去除实验工作

量； 

2、对查阅文献不方便的学生，督促指导教师协助学生查阅相关文献； 

3、指导教师对进度偏慢的学生加强管理，督促学生加快进度。 

通过这些整改措施，目前学院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进度正常，已经逐渐进入收尾阶段。针对

学生不能返校答辩的问题，学院正在探讨学院毕业论文后期工作及在线答辩问题，力争按时完成本

届毕业设计（论文）的相关工作。 

（四）教师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考核评价情况 

学院以专业认证为抓手，双一流学科建设点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本科课堂教学改革，强化教学

管理，完善了课堂教学质量考核评价机制。依据《西南石油大学教师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考核评价与

教学质量奖评选办法》（西南石大教〔2019〕17 号）要求及《关于开展 2020 年教师本科课堂教学

质量考核评价的通知》（教务字〔2020〕33 号） 通知的文件精神，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结合学院 5 个本科专业师资队伍、教学工作量的实际情况，制定了《 化学化工学院教师本科课堂教

学质量考核评价办法》。课堂教学质量考核评价内容包括教师的师德师风、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教学效果、教学文档及教学过程等。考核评价方式采取课堂听课评价、教学文档评价、学

生评价、课程教学改革成效等方式进行，按百分制计，满分 100 分。课程教学改革有突出贡献实行

加分制。 

通过考核评价方法的引导，线上课堂教学秩序良好，大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积极践行 OBE 教

学理念，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在本学期加强了线上首开课程领导专家听课环节，相关评价正有

序进行中。 

（五）各学院在线听课情况及学生网上评教开展情况 

1、本学期听课情况 

为了保障线上教学质量，学院非常重视领导、督导及同行专家相互听课环节，制定了听课计划，

不定期的到各教学班 QQ 群进行听课，有针对性地对我院几门覆盖面广的基础课程和重要的专业核



 5 / 5 

心课程进行听课。以我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为契机，在搞好教学竞赛组织工作的同时，实施同

行教学交流和观摩活动，把参赛教师的教学设计、授课教案和教学视频面向课程组全体教师展示，

课程组教师在学习借鉴的同时也提出了宝贵的建议。通过教学竞赛，加强了同行教学交流和研讨，

有效促进授课质量和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目前专家反馈主要存在：线上教学教师教学过程中与学生互动不够，没有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热

情；课后导学的信息偏少等问题。 

学院后期将把问题逐一传达给各任课老师，查找原因，督促其整改，帮助其成长。 

2、学生网上评教情况 

学生工作队伍不定期组织学生对教学满意度进行调查，对学生反馈的问题及时报告给学院教学

办公室。学院教学办公室组织教研室主任及相关部门人员，探讨解决方案。同时，向全院教师分享

学生反馈的教师教学优点和不足，引导老师们根据这些反馈意见，不断改进教学方案。 

三、 持续改进的措施 

通过本次在线教学情况的检查，学院本学期在线教学开展正常，涌现了一些优秀的案例，同时

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学院将梳理这些优秀案例和不足的情况，组织各教研室开展教学法活动，分

享学习优秀案例，想办法解决避免在线教学的不足之处，逐渐摸索出切实可行高效的在线教学方案，

以此次在线教学为契机，推动教学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推动线上线下教学的深度融合，充分利用

各种线上资源及在线教学手段，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化学化工学院 

2020 年 5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