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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工作推进情况

学校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成果为导向、持续改进”的教

育理念，“保教学、抓质量”，出台了《四川旅游学院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教学督导工作方案》分阶段推进线上教学监控工作。以“333”

模式（即：抓好教师、学生、督导三个群体；抓好课前、课中、课后

三个环节；抓好教研室自查、院系普查、学校抽查三个保障）规范在

线教学和保证教学质量。对标“两性一度”的“金课”建设标准，引

导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要紧紧围绕“质量”这一主题，服

务和帮助教师掌握和提升线上教学质量的方式方法，保证线上线下教

学质量的实质等效。

自 2 月 24 日开课后，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根据各自分工包联学院

线上教学课程，深入课堂及课程群，及时了解教学平台运行情况和师

生上课情况。

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运用超星大数据平台对在线教学进行质量

监控和在线教学检查，实时监测教学运行数据，通过课程资源建设度、



实时课堂播报、日常教学状态时报、教师与学生的在线活跃度、师生

互动等指标，充分了解学生在线学习状态。

二、在线教学督导情况

学校采取学院自查和学校抽查相结合的督导方式，校、院两级在

线教学督导小组，根据各门课程提供的课程平台，实时进入学习通、

腾讯会议、腾讯课堂、课程 QQ群号、微信群等平台对教师在线教学

情况、学生学习情况、教学总体效果进行评价。

（一）校级教学督导专家在线教学督导情况



学校教学督导专家组按照分工，在线实时了解授课情况和学生学

习情况，适时给予协助和指导，总结不同教学平台和备用软件的优缺

点，探索出了多种方便、有效的教学手段分享给相关教师。对督导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通过教师个人微信和 QQ群进行针对性反馈，对

于共性问题也及时向教务处和相关学院进行反馈，从细节上帮助和服

务广大师生。

学校教学督导专家组分工明确，对学校课程进行分类式督导，在

线教学开展近1个月以来，校级教学督导专家组累计听评课287学时，

涉及全校 265 门课程。各学院优良率情况如下表：

表 1:校级督导专家听评课情况分学院统计表

学院 学时数 门数 优秀率 良好率 合格率

经济管理学院 35 33 17.14% 57.14% 25.71%

旅游文化产业学院22 20 36.36% 59.09% 4.55%

信息工程学院 6 6 16.67% 33.33% 50.00%

酒店管理学院 21 21 61.90% 38.10% 0.00%

外国语学院 54 54 33.33% 62.96% 3.70%

烹饪学院 32 22 43.75% 46.88% 9.38%

艺术学院 36 34 19.44% 69.44% 11.11%

食品学院 43 38 2.33% 74.42% 23.26%

运动休闲学院 38 37 5.26% 65.79% 28.95%

马克思主义学院 12 12 25.00% 58.33% 16.67%

总计 287 265 24.39% 60.63% 14.98%

（备注：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数据根据专业分配到各个二级学院）



（二）二级学院在线教学督导情况

近一个月各二级学院教学督导员共听评课 605 学时，涉及全校

346 门课程，其中教学效果“优秀率”为 76.53%，“良好率”为 22.64%。

表 2:各二级学院听评课情况统计表

学院 学时数 门数 优秀率 良好率 合格率

运动与休闲学院 31 27 70.97% 29.03% 0.00%

经济管理学院 41 34 92.68% 7.32% 0.00%

烹饪学院 34 19 76.47% 17.65% 5.88%

外国语学院 136 84 47.79% 51.47% 0.74%

希尔顿酒店管理学院 40 19 100.00% 0.00% 0.00%

艺术学院 85 31 85.88% 12.94% 1.18%

食品学院 41 33 90.24% 9.76% 0.00%

旅游文化产业学院 37 32 81.08% 18.92% 0.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53 7 86.79% 13.21% 0.00%

信息与工程学院 107 60 80.37% 18.69% 0.93%

总计： 605 346 76.53% 22.64% 0.66%



线上教学督导过程中，各二级学院教学督导员对于在线教学效果

比较好的课程教学方法进行了及时的经验分享，对于发现的教学平台

网络拥堵，学生在线学习状态不佳，师生互动不足，思政元素的自觉

导入等问题通过教师个人微信或 QQ群，进行了点对点的指导，并要

求相关教师及时加以改进。

三、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在线课程平台教学功能开发不足，加大了教学工作量。部

分平台的功能不全，功能设计不够灵活，使用过程中需要结合其它平

台完成教学。比如在上传材料速度、师生沟通方面不如常用聊天工具。

在数据统计方面，部分平台数据更新不及时，影响了老师对学生线上

学习的动态掌握，不利于教师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计划，也影响了学

生对自己学习情况的判断。有些资源无法很好利用，教师牵扯精力过

多，加大了教学工作量。

（二）部分基础性课程的线上教学，教学效果有待提升。部分通

识基础课主要借助国家在线教学平台，参考其他高校的在线教学资

源，上传相关的教学视频和课程资料，教师没有采用直播的方式进行

实时讲解，指导跟进不及时，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不够，对学生注意力

集中的整体掌控不足，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此外，对于引用其他院

校或者课程组的录播内容，教学督导组无法对任课教师的教学水平进

行直接评价。

（三）线上教学师生互动不足，无法判断学生的上课状态。由于

线上教学师生缺乏面对面互动交流，看不到学生在线学习状态，难以

及时掌控学生听课的状态并调整教法和进度，造成教学调节滞后。



（四）课堂教学的深度不够，思政元素自觉导入有限。部分课程

的信息量不够饱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专业课程与思政元素的

有机融合不够，需要任课教师多加思考，加强课程设计，丰富教学手

段。

四、改进的意见

（一）对标“两性一度”，加快“金课”建设。课程建设是应用

型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环节。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对于我

们的课程建设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为在线教学的顺

利开展付出了大量努力，这也为我校的“金课”建设提供现实的素材

和机会。老师们要准确把握教育部“金课”建设的质量要求（即高阶

性、创新性、挑战度），做到“主体有效参与”“知行有机统一”和

“学思有效结合”。

（二）采用 SPOC 模式，增加直播授课时间。课前要求学生完成基

础知识认知，直播时间做到“三讲”，即讲易混淆点、讲易错点，讲

易漏点，主要是点拨引导。做到“三不”，即学生学会的坚决不讲、

学生通过讨论会的不讲，学生需要动手的坚决不代替。通过头脑风暴、

角色扮演、开放式项目设计等多元化互动方式开展教学；课后通过测

试巩固提升课堂效果。

（三）授课内容可以多段切分，讲练结合，赋能学生。适当变学

生为在线课堂的“主讲人”，设置课程学生助教，实时收集学生的学

习状态和问题，总结提炼，共性问题集中反馈，个性问题一对一反馈，

课后及时调节教学设计。

（四）思政元素的融入需要自然贴切。教师可以通过树立自身正



确的道德观、物质观和理想观等，实现主导价值观、专业知识和育人

元素的有机融合。注重“马经典”与专业知识点的关联性和契合度，

抓住切入点，深度聚焦，巧用案例，适度迁移，通过教学方法的多样

化，实现专业育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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