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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作为一所志存高远的高校，南国商学院要实现建设高水平民办独

立学院的发展目标，提高教学质量应是未来学校发展建设中始终需要

高声唱响的“主旋律”。 

时下我国的高等教学体制仍以专业教育为主干，对每一专业而

言，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体现了其专业特性和对人才培养的规格与基

本要求。然而诚如俗语所言，“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不牢，地动

山摇”，无论哪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归根结底还是由一门一门课

程摞起来的。这些课程的课程性质不尽一致（公共课、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或通识教育课），教学内容各有侧重（理论讲授或实践教

学），讲授方式或有不同（课堂讲授或学生分组讨论），考核计分方式

各异（必修课或选修课、考试课或考查课）。不容否认的是，正是这

些课程构成了每一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最基本的元素。这就决定了课

程建设在学校整体教学质量提升中的基础性作用。因而各级领导、广

大教师都要沉下心来，眼睛向下，紧紧盯住课程教学质量不放松，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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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树立“提高教学质量从每一门课程做起”的观念，夯实提高学校人

才培养整体质量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打造高质量的课堂教学，

让南国商学院的每一间课室，每一堂课，都能够体现相当程度的“高

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让南国商学院的每一门课程都具有

相当的含金量则是我们应该刻意追求的目标。 

近期，学校专职教学督导熊匡汉教授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在全校

范围内听了非外语类教学单位 21 位教师上的 40 节课。每次听课，熊

匡汉教授都对教师的授课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评价，并就课堂上反映出

来值得总结发扬的优点和需要改进克服的问题同被听课教师深入交

换意见，及时反馈自己对所听课程的总体评价和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的意见、建议。熊匡汉教授尽心尽责的工作态度，认真严谨的工作作

风，值得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  

熊匡汉教授在这一阶段集中听课中看到的情况，既带有各位具体

教师、各门具体课程的个性，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学校日常课堂教

学的一般状态，具有较强的共性。本期《南国教学质量简报》将熊匡

汉教授这一阶段集中听课的小结带给大家，希望能够引起全校教师和

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与思考。让我们群策群力，努力克服当前课堂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  

2019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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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课 40 节 小 结 

熊匡汉 

本学期开学后至国庆放假前，本人以学校教学督导身份听了 21

位教师上的 40 节课。现将听课情况小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这一轮集中听课遵循的原则是： 

1．尽可能扩大所听课程的学科专业覆盖面； 

2．所听课程的内容能完全或能大体听懂，以利于对授课教师的

课堂讲授做出专业评价； 

3．主要听新入职教师尤其是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的课。 

听课的目的：在实地考察课堂教学第一手情况的同时重点了解年

青教师的授课基本功情况、各类教师的备课情况、授课水平及课堂组

织管理情况、课堂秩序和学生的听课状态等。 

听课所及的 21 位教师的课程包括思政、经济类课程各 5 人，管

理类课程 4 人，中文、数学类课程各 3 人，教育类课程 1人；其中博

士或在读博士 14 人，正、副高职称教师各 6 人。21位教师中，中青

年教师占 2/3。 

最后评价：40 节课平均分 91.8分，最高分 96 分，最低分 78 分；

课堂秩序较好的课堂 12个，课堂秩序一般的课堂 9 个。  

二、值得肯定的方面 

总体看，教师都能准时上下课，备课较充分，讲课认真，专心致

志地传道授业解惑，教书育人。多数教师注意师生互动，活跃课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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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重视启发式教学和案例教学，课堂管理也较好。如中文学院冯薇

副教授上“语言与文化交流”课程，管理学院况漠副教授上“创新思

维学”课程，都能结合授课内容，恰到好处地引用相关案例，给听者

留下深刻印象。上数学类课程的朱玉芳教授和陈传峰讲师能根据课程

特点结合使用 PPT和板书推导公式，循循善诱，把课程内容讲得非常

透彻、明白。高峰和鲁竞夫二位年轻老师注重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作用，激发学生积极思考和回答问题，把课上得比较“轻松”。朱容

皋教授上“微观经济学”，有学生提前到教室抢占前面的座位，与有

的课堂学生抢着坐后面的座位形成鲜明对比。在该课堂里，每当有学

生站起来回答问题后，无论答得正确与否，其他学生都会为其热烈鼓

掌，和那些气氛沉闷的课堂相比，也形成鲜明的对比。张建涛教授和

陈传峰讲师使用了传统的教鞭，对调动学生集中注意力和准确点明投

影及板书的重点内容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三、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方面的问题 

1.突出的问题仍是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居多，有的老师甚至放整版

的未制成 PPT 的投影文字，照念两节课，和学生没有任何互动。 

2. 缺乏对黑板主控意识。如黑板上写有前面教师上课的内容、

或学生社团的广告等，不擦就上课。黑板上原有的内容与该课程的内

容毫不相干，使得本应神圣的课堂极不严肃。 

3. 缺乏对课堂秩序的组织管理。一是对学生就座不提要求，有

的课堂前面几排没有学生就坐，缺少上课的气氛；二是部分课堂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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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出勤后即离开、或中途离开，或有学生迟到、中途出出进进，教师

都一律不管不问，基本放任自流。 

4.有的年青教师坐着念 PPT（老教师坐着讲课的反而比较少），

讲课开始不复述上堂课的内容，讲课中间没讲明重、难、疑点，讲课

结束不做课堂小结，基本不具备讲课的基本功。 

（二）学生方面的问题 

1.迟到、刷出勤即离开、或中途离开、中途出进现象不少（有的

课一小时内有逾 10名学生出进），缺少自觉遵守课堂纪律的意识。 

2.带早餐进课堂、上课不认真听讲、用手机玩游戏、打瞌睡等现

象较普遍。 

（三）管理方面的问题 

1.教室设备有的出故障，未及时发现维修（如 C-401、C-402 各

有一台电视机不显示内容）；部分教室的感应设备电线垂挂在黑板上

方，使黑板缺少庄重感；有的教室墙壁（如 G-106 等）因学生活动贴

满了双面胶纸，“看相”极差。 

2.G 栋、F 栋靠走廊一侧的窗户未打开，部分教学楼的后门被锁

住不能打开。前者如不是空调房，极不利空气流通，直接影响师生上

课精神；后者不符合紧急情况下人群疏散避险和消防的要求。 

（以上涉及教育技术中心的部分已进行了部分整改）。 

四、建议 

1.要在全校进一步树立学生为本、“课堂神圣”意识，做到教、

管、学“三管”齐下，软、硬件建设“两轮”驱动。学校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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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培养人才，课堂是培养人才的主阵地，应该把课堂建设摆在学校建

设的首要位置，追求建设的高质量、高效益。就硬件建设讲，像 G栋

503 等大教室的黑板是四块式，投影幕布放在黑板边上，上各类课的

质量和效果比一块式黑板、投影幕布放在黑板中间的效果就完全不一

样。 

2.要加强年青教师基本功的训练。年青教师大多学历高，知识面

广，掌握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快，有不少优势和长处，但他们多数授

课实践经验较少，上课方式方法较欠缺，需要教学水平高的老教师进

行“传、帮、带”。 

3.要加强学生管理，严格杜绝“刷卡不出勤”的现象，对学生随

意进出教室的现象要严加管理。 

4.加强教室硬件建设，如完善为大教室安装四块式黑板和两块投

影幕布工作，为教师配备伸缩式教鞭（实践证明用传统式教鞭的效果

比激光笔好），为绘画室添加画架、清洁工具等。同时，对脏、乱、

差的教室进行一次集中整治。 

5.PPT 是当今教学不可缺少的辅助手段，但不少教师制作 PPT 的

水平较低，有的连最基本的要求都未能达到，因此，亟待改进。 

6.改革课堂教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和方式方法，对教师要提出加强

课堂管理的要求，尽快使全校课堂教学质量和上课面貌有一个质的飞

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