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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旅游学院课堂教学质量情况反馈（第 1-11 周）

一、校级教学督导工作开展情况

截止至 5 月 17 日校级督导累计听评课 152 次，覆盖了 85 门

课程，课程覆盖率为 14.1%，覆盖了 129 位教师，教师覆盖率为

19.37%，总体评价的平均得分为 92.2 分。

二、校级教学督导评价总体情况反馈

（一）任课教师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践行教书

育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教学中教师主动加强教育教学研究，努

力改进教学方式，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引导学生进一步端正

学习态度、守好诚信底线，对遵守纪律和诚信考试重要性的认识

进一步加强，教育引导学生形成“尊师切问、好学明辨”的良好

学风。

（二）教师专业素质和信息化素养不断提升。各专业教师不

断更新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方法，注重学科前沿知识的了解。能

够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需求，设计和开发新的课程内容。掌握并



运用多样化的数字化教学方法和技巧，如翻转课堂、案例教学、

视频教学等，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和创造力。

（三）跨学科融合教学价值凸显。大部分教师以思政育人及

学科核心素养为重点，深入挖掘思政育人与知识内容的关联，并

以数字化教学形式呈现。通过大单元、项目式、跨学科等组织形

式，强调、归并、融合，重构教学内容，促进师生价值共创，提

高课堂教育质量。

三、校级督导反馈的主要问题

（一）个别课堂仍以“教师”为主。个别课堂仍然局限于教

师讲、学生听的局面，没有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活动设计，教

学互动方式单一，多采用提问的方式，学生仅接收了知识，而未

得到能力的锻炼，激励学生独立思考的环节过少。

（二）“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认识还不够深。个别教师

在教学方式上，存在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案例教学与行业融合

度不高的情况，校企合作还停留在浅层次，缺乏实质性内容。

（三）多数课程突出应用性不够。针对不同专业学生的需求

特点培养学生技术应用能力体现还不到位，教师讲课随意性较大，

导致教学过程不够科学合理，步骤模糊，教学设计环节缺失。

四、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一）丰富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方法要以项目导向、案例

教学等入手，增加启发学生的环节，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实施



“以学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推进信息技术与教学过程的深度融

合、加强信息化教学环境与资源建设，开展以学生学习成果为导

向的教学评价改革，突出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主体角色。

（二）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模式。各学院要加强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推动 OBE 理念的落地落实；加

大产学研合作力度，深化校企协同育人体系，努力推进学校“八

共同”计划走深走实，为产教融合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三）遵循“两性一度”标准，打造高级别一流课程。课程

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各学院要充分重视课堂教学，优化应用

型课程、讨论型课程、交叉融合性课程，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

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按照“三类思维”推进金课建设，建设

一批具有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一流本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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