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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4 期（总第 4 期） 2021.9.27 德州学院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处

各教学单位：

现将 2021—2022 学年第 1学期第 1期质评月报通报如下：

一、教学质量评估

（一）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处开展 “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思想解放大

讨论”活动

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统一认识，6 月 22 日下午，教学质量

督导与评估处在厚德楼 608 会议室开展“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思想解放大

讨论”活动。

活动中，全体工作人员依次从“分析新形势”“查找新问题”“解决

新途径”三方面汇报前期学习体会情况，提出要主动研判我国高等教育的

新变化、新特点，积极更新理念，转变观念，适应高等教育新时代的新形

势新要求，将“以能力为中心”贯穿始终，与时俱进深化转型发展，全面

保障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在交流讨论环节，大家一致认为，应进一步梳理

质评处在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工作任务，明确目标，有条不紊的推进各

项工作开展。

通过“大讨论活动”，调动了全体人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促进了思

想解放、作风改进、能力提升，通过观点碰撞、体会交流，为进一步找准

转型突破口，推动教学质量保障、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学校召开专业认证推进会

7月 5 日下午，学校在厚德楼第七会议室召开专题会议，推进专业认证

工作。副校长徐静主持会议。

会议从组织及制度建设，发现问题、查漏补缺，专业评审推荐，宣传

培训四个方面总结了本学期师范类专业认证、工程教育认证工作的进程，



对院级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制定等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对近期及暑假认

证推进工作做了详细安排。各教学单位就本学期认证开展工作、遇到的问

题做了总结，就暑假及下学期认证推进工作方案进行发言。

徐静对本学期认证推进工作表示肯定，对部分单位提出的问题提出了

解决思路。她指出认证工作是 2021 年学校重点工作，是一流专业建设、迎

接新一轮审核评估等工作的必要保障。就落实会议精神，抓好重要时间节

点，安排做好暑期顶层设计工作提出要求。一是思想认识再提高。各单位

都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二是工作标准再提高。应严格对标，查漏补缺，

解决“对上级文件还不深不透、对指标体系理解不透彻”现象。三是工作

进度再提高。有计划、有执行，强化责任，担当作为，力争认证工作扎实

推进，确保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处、马克思主义学院及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等 16

个教学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三）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处组织召开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培训会

为组织学习、研究、落实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使各单位能够按照

学校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做好学校质量标准细化、落实工作，7 月 7日下

午，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处组织召开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培训会。

培训会通过腾讯会议形式召开，由同济大学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

全国高校质量保障机构联盟(CIQA) 秘书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评估分

会副理事长，中国职教学会质量保障与评估专委会常务副主任李亚东担任

主讲。李主任对我校《德州学院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修订）》等六个



文件的出台表示肯定，对文件体现的科学性、专业性、可行性表示认可。

他强调“没有标准，无法保障高质量；自主追求，才可能有高质量”。以

“高校质量保证：督导、评价、监测三管齐下”为题，从“新使命：与时

俱进建立高校质量保证体系”“新常态：基于质保体系督导、评价、监测”

“新挑战：基于 OBE 的培养模式及专业认证”三方面介绍了国家相关教育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分享同济大学特色的质量保证体系探索与创新过程，

结合我校实际，为我校质量保障体系工作进行针对性建议。

此次培训会的顺利召开，提高了与会人员认真做好质量保障体系的认

识，解决了与会人员“为什么做质量保障体系”“质量保障体系保什么”

“谁来做质量保障体系”“怎么做质量保障体系”的困惑，坚定了与会人

员做好质量保障体系工作的决心，为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质量

保障体系夯实了基础。

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处、党委（校长）办公室、组织部、党委宣传部、

学生工作部（处）、团委、人事处、教务处（招生工作办公室）、发展规

划处、就业指导处、国际交流合作处、财务处、资产管理处、创新创业学

院等 13 个质量保障体系牵头单位及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院等 18 个教学

单位参加。

（四）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处召开师范类专业认证公共课协调会

7月 7 日上午，在厚德楼第七会议室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处组织召开专

题协调会议，推进 2021 年师范类专业认证公共课部分准备工作。

会议强调了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的重要性，各部门、单位相互配合、

相互支持的必要性，对进入师范类专业二级认证自评阶段的汉语言文学、

物理学两个专业在公共课部分准备工作上的需要进行了详尽的说明，就解

决途径提供了思路，为近期及暑假认证推进工作做了详细安排。各部门、

单位进行表态发言，纷纷表示一定尽职尽责，做好协调协作工作，确保认

证工作扎实推进，实现人人过关、事事过关。

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处、教务处（招生工作办公室）、网络与教育技

术中心、创新创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文学与新闻传

播学院、外国语学院、体育学院、数学与大数据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学

院、计算机与信息学院等 12个部门、单位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五）学校召开师范类专业认证申请材料提交工作会

8 月 10 日下午，在厚德楼第七会议室，学校召开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

申请材料提交工作会，推进 2021 年师范类专业认证申请工作。副校长徐静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了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总结了暑假期间

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了专家组对申请材料的审核意见；就

汉语言文学、物理学两个专业在准备工作上急需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思路，

为进一步工作开展做了详细安排；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

学院负责人分别对本教学单位准备师范类专业认证申请工作做了总结及表

态发言，均表示一定尽职尽责、理顺思路、吃透指标，全力做好认证申请

工作，确保认证通过。



徐静对前期给予肯定，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三点意见，她强调：一

要提高站位，提升理念，要有信心、有底气的完成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

二要提高标准，明确任务，要在把握标准基础上，将认证工作体系化、系

统化。三要强化责任，体现担当，要在关键时期，做好协调，全力保障认

证工作顺利进行。

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处全体工作人员，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物理与

电子信息学院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六）学校召开教学质量相关委员会、工作组研究会议

为更好落实教育部、省教育厅、学校有关教学质量文件精神，确保教

学质量保障、督导与评价工作更加深入、细致、扎实的开展，构建德智体

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9 月 10 日下午，学校在厚德楼 709 会议室组织

召开教学质量相关委员会、工作组研究会议。

会议传达了《德州学院关于印发<德州学院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修

订）>等六个文件的通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等文件，强调了教学质量保障工作的必要性、切实加

强教学质量管理的科学性，调整教学质量保障委员会、教学质量督导与评

价委员会、美育评价工作小组、体育评价工作小组的原则，成立劳动教育

评价工作小组的目的，与会人员严肃纪律，根据实际，群策群力，共同推

进此项工作高质量开展。

此次会议的召开有利于探索和形成保障教学质量的长效机制，促进教

学质量的稳步提升，为提高委员会、工作组与日常督导、审核评估的有效



衔接夯实了基础。

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处全体，学生工作部（处）、团委、教务处、文

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美术学院、音乐学院、体育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能源与机械学院、纺织服装学院等 10个相关单位负责人员参加。

二、教学督导

（一）学校召开 2021 年下半年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价委员会工作会议

9月 6 日下午，学校在厚德楼二楼报告厅召开 2021 年下半年教学质量

督导与评价委员会工作会议。副校长徐静出席会议。

徐静强调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价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从六个方面

阐述了形势需要。一是新时代对本科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标准需要；二

是教育部新一轮审核评估提出新的要求需要；三是专业认证的要求需要；

四是专业课程建设需要；五是巡视整改需要；六是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需要。她从督导规范化、专业化、保质量等三个方面强调了工作任务和责

任。对本学期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价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要提高政治

站位，端正工作态度；二是讲究工作方式方法；三是注意沟通交流；四是

体现责任与担当。

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处负责人对上半年的督导工作做了简要回顾和总

结，并对 2021 年下半年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价工作方案进行了解读。对工作

分工、工作内容、工作要求等作了详细的说明。各教学质量督导组组长进



行了表态发言，阐述了下一步的工作思路，提出了建议和要求，谈了作为

督导专家要“爱听、会听、善于总结”的工作体会。

最后，督导评价专家们根据分组和分工情况，就具体工作的开展进行

了研讨。

校级督导评价专家、专职教学督导员、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处负责人

及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二）德州学院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价委员会名单

主 任： 徐 静

副主任： 李 丽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锡骞 王 会 王明友 王宝泉 王莉娜

王 静（纺织服装学院） 王 静（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孔春燕 戎丽霞 吕元琦 吕文志 刘云利 刘连兴 刘 涛

刘 敏 刘辉兰 汤志强 许 燕 孙 杰 孙桂燕 杜 蕾

李 娜 李桂廷 李 晖 吴继卫 辛炳炜 张秀玲 张 艳

张 莉 张福磊 陈 倩 周世燕 郑 芳 郑晓燕 孟秀丽

孟繁宗 胡俊海 相子国 钟 玲 俞泽峰 贾荷陵 梁 娜

梁淑霞 梁 超 傅志超 蔡 青 颜世亮

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价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学质量督导与

评估处，李丽兼任办公室主任。

（三）德州学院各学院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价组成员名单

马克思主义学院

组 长：孙乃龙

组 员：田福宁 刘文霞 梁 洁 宋合利 蔡 青 王洪梅

许 宏 孟宪琴 刘 涛

法学院

组 长：陈 伟

组 员：杨爱民 左海静 张福磊 朴星律 刘东玲 祝新颖

孙晓鹏 凡冬梅



教师教育学院

组 长：吴卫东

组 员：韩秀霞 杜 蕾 许 燕 杜卫东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组 长：黄传波

组 员：李桂廷 邵丽光 党月异 刘淑青 贺同赏 黄 雯

俞泽峰 马 超

外国语学院

组 长：张锦辉

组 员：张国强 张胜勇 崔静静 宋 辉 史青玲 窦可昀

陈 倩 陈陵娣 孟丽莉 王秋云

美术学院

组 长：王 鹤

组 员：于秋立 王玉民 阴晓雪 王莉娜 于中兴 傅志超

郭 卫

音乐学院

组 长：田 屹 刘志华

组 员：段 文 马锡骞 杜 乡 梁 娜 徐 琦 孙晓丹

体育学院

组 长：吕 峰

组 员：唐克己 李广文 张海容 于英曼 蒋 慧

经济管理学院

组 长：张月青 杨 颖

组 员：王 彬 张玉红 王艳芹 姜英华 丁晓莉 韩大平

毛丽君 许倩倩 李会军 肖凤华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组 长：尹秀玲

组 员：董立华 韩忠月 闫立梅 张玉坤 孔淑霞 崔连香



徐凤生 刘艳芹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组 长：唐延柯

组 员：申青林 董文会 刘汉平 邹 艳 王红梅 张秀梅

栗 军 李海彦 荆 莉 王晓欣 曹东燕 王 静

化学化工学院

组 长：李洪亮

组 员：王新芳 孔春燕 董 岩 辛炳炜 孙建之 王丽梅

王爱丽 朱宝勇

生态与资源环境学院

组 长：范克胜

组 员：刘富刚 贾荷陵 王 璐 刘 芬 唐惠娟 郑 芳

生命科学学院

组 长：曾强成

组 员：王丽燕 宋 建 张 红 张红梅 管培燕 孙颖慧

弭永生 滕林宏 张海英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组 长：张建臣

组 员：王付山 武 兵 于学斗 吕文志 戎丽霞

能源与机械学院

组 长：赵 岩

组 员：李敬华 董 卉 孟俊焕 张 坤 王勤忠 陈 超

闫文宁 王 会 孙秀云 张 琦 吴延霞 卫江红

张连山 高益军

纺织服装学院

组 长：马洪才

组 员：丁爱玲 高志强 曲铭海 华玉山 张 梅 穆慧玲

姜晓巍 赵 萌 孔令乾 王秀燕



医药与护理学院

组 长：冯立顺 顾相伶

组 员：孙晨晨 朱 超 杨东英 吴继卫 于 辉 崔淑芹

刘云利 宋新峰 高 峰 李冬艳 张 琳 于 雯

董平轩 王晓玥 童明琼 王金华 韩 冰

三、学院风采

（一）生态与资源环境学院召开本学期青年教师教学督导反馈会

6月 15 号下午，在 0302 会议室召开本学期青年教师教学督导意见反馈

会。

根据本学期初制定的教学督导工作计划，完成对 38岁以下上课的青年

教师听评课活动，本学期授课已接近尾声，特召开本次会议进行反馈和交

流。

会上，各位督导专家根据本人听课情况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意见反馈。

相关负责人同与会青年教师针对应用型大学建设如何对课堂教学正确认识、

如何进行教学研究、如何做好课程思政及课程建设等问题进行讨论交流，

同时鼓励青年教师积极参加教学比赛及教研课题申请，争取在教学水平和

教学能力上每年都有新的提高。

院教学督导小组及青年教师参加了会议。

（二）法学院召开教学督导意见反馈会



6 月 29 日下午，学校教学督导组专家秦修业、孙桂燕对法学院

2020-2021 学年第 2学期教学督导情况进行了反馈。法学院全体领导班子及

相关人员出席会议。

反馈会上，督导组专家对法学院的课堂教学给予了充分肯定。整体评

价为四点：第一，教师备课充分、讲课认真，问题分析透彻、条理清晰；

第二，教师讲课富有激情，注重与学生交流互动，课堂气氛活跃；第三，

教师教学功底扎实；第四，保持了教书育人的优良传统，关注学生能力的

培养。

督导组专家也对教师的多媒体教学、PPT 制作、课堂与学生互动交流、

语速语调等方面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宝贵的建议。同时，专家们还提出，

要继续重视青年教师培养，进一步帮助青年教师提高教学能力和水平。

法学院对督导组专家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一定会对师资

队伍下大力气加以提高和完善，对督导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总结，

加强管理，进一步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院的教学质量。

（三）文学院两位教师参加师范专业认证工作坊

2021 年 7 月 19 日—7 月 21 日，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黄传波与邵丽光

参加了在桂林举办的高等院校师范类专业认证2021新政策背景下认证材料

撰写要点暨各专业认证材料审阅与指导工作坊。

会上北京师范大学马东瑶做了《师范专业认证主线和底线问题解析》

的报告，就关于主线与底线的认证要点、毕业要求的指标分解与达成和面



向产出的课程建设与评价进行了解析。西南大学杨健教授做了《师范专业

认证（2021）申请书、培养目标、毕业要求的撰写及关键点把握》的报告，

就师范专业认证申请书的主要内容、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关键点、培养目标

与毕业要求的支撑、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及撰写等问题进行了解读。会议

期间，专家就汉语言文学专业提交的师范专业认证申请书和自评进行了点

评，两位老师也与专家进行了细致的交流，明确了汉语言文学专业认证下

一步的工作改进方向。

（四）物电学院进行师范专业认证暑期重点工作研讨

为切实推进物理学专业师范专业认证工作的开展，7 月 26 日上午，物

理与电子信息学院在启智楼 0410 会议室召开专题会议，就认证申报书的撰

写工作开展讨论。学院负责人及认证工作相关教师参加会议。

会上，师范专业认证申报书负责人汇报了申报书的撰写进展，介绍了

认证申报书的主要内容，并着重强调了 2021 年师范专业认证申请书的新变

化与撰写要求。随后，与会教师就《物理学师范专业认证申请书》的相关

内容展开讨论，并对照对师范认证国家标准的理解进行逐条修订。

特别是针对申报书中的重难点部分如“毕业要求与课程达成度评价”，

与会教师对照申报说明，从框架结构、内容支撑到行文规范等角度提出建

议，集思广益，并达成一致修改意见。

师范专业认证工作是 2021 年我校的重点工作，是一流专业建设、迎接

新一轮审核评估等工作的必要保障，对检验学校师范生培养质量，深化教

师教育综合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师范专业认证申报书是师范专业认



证工作的敲门砖，其撰写质量直接关系到认证工作能否顺利进行。本次专

题会议的召开，促进了认证申报书的高质量完成，进而有力保认证工作的

扎实推进。

（五）文学院新学期召开师范专业认证工作推进会

2021 年 8 月 21 日，文学院召开了师范专业认证工作推进会，汉语言文

学专业全体教师参加。会议由黄传波副院长主持。

汉语言文学专业认证申请于 8月 17 日完成网上提交。下一步文学院汉

语言文学专业师范专业认证的工作重点转向自评报告撰写。黄传波副院长

指出，我们 2020 年完成了自评报告的书写，但教育部 2021 年 3月份就自

评报告的撰写出台了新的细则，我们需要认真进行解读，对标完成各部分

内容的撰写，并准备好相应的支撑性材料，查找自身不足，持续改进。同

时要求老师本学期的授课把好过程性考核，使学生课程的考核更为合理、

科学、有效。

（六）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召开工程认证工作推进会

9 月 2 日下午，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在明理楼 0326 会议室召开工程认证

工作会议，会议由教学督导委员吕文志教授主持，分管教学工作的负责人、

专业核心课程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课程教学大纲修订，课程思政元素的设置、课

程目标达成度及课程评价等内容。老师们针对思政元素的分配、可执行性，

课程目标的比例、达成度的计算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就细节问题达成共



识，保证了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

（七）医药与护理学院开展新学期第一堂课教学督导

新学期、新风貌、新作为。为落实《德州学院 2021 年秋季学期开学工

作方案》要求，上好新学期第一堂课，9月 6 日上午医药与护理学院班子成

员深入求实楼、体育楼教学区，对师生到课情况、课堂教学秩序、教学设

施运行、课堂疫情防控措施等进行督导检查。

在校生开学首日，全校统一开展“开学第一课：百年风华.恰同学少年”

主题教育，加强在校学生返校复学后的思政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

育和科学防疫指导。医药与护理学院任课教师以视频内容为切入点，积极

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引导学生围绕“新时代青年学生的责任和担当是什么？



新学期的打算和学习目标？如何成长为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谈体会，谈

感受，培养学生的爱党爱国情怀，提高学习意识。

从督导情况看，教室环境整洁，多媒体运行良好，师生精神饱满，教

学秩序竟然。“开学第一课”顺利开启新学期教学工作。今后，教学日常

督导工作将为稳定教学秩序和提高教学质量提供支持和保障。

（八）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召开提升教学质量工作会议

为全面部署新学期教学工作任务，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9 月 14 日下

午，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在院会议室召开了提升教学质量工作会议，学院领

导在会上做了交流发言，计算机与信息学院的全体教师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辅导员老师要严抓学风班风，做好课前提醒、课中听课等

对学生的监督检查；授课教师创新教学手段与方法，重构课堂教学内容，

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课上做好课程思政的引领指导；继续启

动“一生一师一项目”计划，充分发挥导师制在本科生成长成才的实效作

用。

会议强调，加强教学督查督导，学院督导执行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听

课、查课监控管理，坚持以考促学，以考促教，进行教考分离试点，督促

教师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和教学水平。

此次教学质量提升工作推进会的召开，强化了课堂教学的规矩意识、

服务意识和质量意识，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将以此会议为契机，多措并举、

凝心聚力提升教学质量，进一步实现教学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全

面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

四、教学督查反馈

根据《德州学院教学督导与评价工作办法（修订）》《学生教学信息

中心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我校校督导、院督导、学生信息员三级督导

组织相继开展了教学督查工作，走进教学楼巡查，深入课堂听课，保证了

教学秩序，为教学质量持续提高打下了基础。上学期总体上课良好，现就

上学期校级督导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建议反馈如下:

1.传统教学模式为主，现代的新的教学模式吸纳实施不够。一些现代

教育教学的原则还没有在教学中得到充分体现，如教学中的主体性、全面

性、发展性等，教学上传统色彩较重，以教师单纯讲授的传统教学模式为

主，造成课程气氛不活跃，整堂课师生交流较少，学生思维能力难以得到



充分地激发和培养。

2.整个课堂教学环节不够完整，时间安排不尽合理。很多老师上课伊

始直接进入新知识的讲授，缺乏课堂导入环节，这就导致学生无法建立新

旧知识的联系。一节课最后，没有总结巩固环节，到时间就直接结束课程，

有的课后小结形同虚设，没有阐明本节课讲授内容各部分内在关联及重点。

一堂完整的课，应该包括复习旧知识，导入新课，教学环节的合理组织，

复习巩固一堂课的内容等环节，这些环节对一堂完整的课而言都是必不可

少的。但部分老师存在教学环节不完整的缺陷。

3.重教学轻管理。有的教师只管教不管学，认为讲完课就完成了任务，

不管学生听不听，缺乏统一的严格要求，有的课堂人数很少，学生就坐分

散，前几排多是空位，没有创设良好交流环境氛围,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不重视课堂上的即时反馈矫正。个别教师只顾滔滔不绝讲述，与

学生没有语言、眼神和心灵的沟通；有的教师站在讲台下，面向屏幕，背

对一侧学生讲课；有的课堂有学生迟到、说话、睡觉、看手机等现象，教

师没有任何管理举措。

4.备课及教学内容处理需要深化。有些教师备课不够认真、充分，教

学内容生疏，不是念教材就是念课件，更有甚者教材都念不通顺；有些教

师课堂教学缺乏基本的教学设计，上课不在状态；有的缺乏对教材深入研

究，比较机械地堆砌讲授内容，习惯把教材大段文字、图表复制粘贴到 PPT

上，对着电脑平铺直叙。有些教师对教学内容层次结构没有认真梳理，各

级标题序号错乱，有的干脆不写标题序号。有的教师开设的课程与其学科

专业脱节，课堂教学明显的不专业。

5.教学方法与手段的使用有待改进。不少教师习惯于平铺直叙，不注

重启发学生思维与学习；在运用多媒体技术讲授时忽略板书设计与使用；

有的课件制作项目序号混乱、字体颜色与背景色差小，可视性差；有的板

书重复课件内容。

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处高度重视校督导、院督导及学生信息员三级督

导的反馈信息，对反馈共性的问题、尖锐的问题等将在每期“质评月报“上

及时通报，请各相关教学单位按照《德州学院教学督导与评价工作办法（修

订）》《学生教学信息中心管理办法》加强监督，压实责任、细化落实，

做到规范化管理、精细化管理，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向全体教师通报，督促



教师及时改进，从严、从细、从实做好工作。学校面临激烈的竞争与挑战，

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当前迫切要求，希望各教学单位根据反馈问题认真整改

落实，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德州学院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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