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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院 2021 年秋季学期教学督导组工作简报 
 

2021 年秋季学期,物理学院督导组在教务处的统一安排和学院领导下，通

过巡教、听课、巡考、调研和教学研讨等方式全面开展了教学督导工作，制定

并实施了新教师教学成长关怀计划。本学期督导组 5位专家共计听课 52 门次，

其中 26 门次评价为优，25 门次评价为良，1门次评价为中。 

 

一、2021 年秋季学期开学教学检查 

8 月 30 日-9 月 3 日，按照学校发展规划处和教务处关于开展开学教学检查

的要求，对我院本期开设的 50 余门课的到岗情况、教学大纲、教材使用情况、

线上线下同时行课情况、学生开学精神面貌和纪律等进行了开学巡教实地检

查。了解并掌握了学院大部分课程的新学期开课情况，及时完成了检查情况的

在线反馈。 

检查的总体印象是：开课第一周我院教学计划安排的课程均按时开出。课

堂教学秩序良好。教师均能提前或准时到岗，课前教学准备充分，大纲教案齐

备，均可线上线下同时行课。老师上课精神饱满。大多数课程学生到课率＞

85%，绝大多数学生课堂上精力集中，教学设备和教学条件运行正常。 

 

二、课堂听课情况 

      本期督导组共计听课 52 门次，人均听课 10.4 门次。其中 26 门次评价为

优，25 门次评价为良，1门次评价为中。 

对我院本期新开课或新上课程：《蒙特卡洛方法》（汪文龙）、《数学物理

方法》（高昕）、《高能量密度物理前沿讲座》（陈自宇）进行了随堂听课。总体

印象是：这些新开课程和新上课程，开设目的明确，大纲教案和资料齐备。教

师均能够充分准备，授课内容正确，具有创新性。对学生指导耐心详细。需要

进一步积累讲授经验。 

对本学院的学位课必修课，比如《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量子力学》、

《力学》、《光学》、《原子物理学》等，督导组老师进行了跟踪和观察，作了重

点关注。这些课程内容充实，讲授重点出突，逻辑性强，对学生能严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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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课程教学团队既能统一要求，又各具讲课特色。督导组对这些课程的设置、

教学团队的教学要求进行了持续跟踪了解，对保持物理学院的基础课和专业基

础课程的优良品质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为微电子专业的学生开设的《功率半导体器件》课程，兼具专业基础和行

业发展需求，老师责任心强，认真进行了课程的策划组织和安排，实践教学目

的明确、具体。学生反映这样收获大。 

对本学院专业基础课，应注重学习过程考核和课程最终考核的要求。统一

对各课程的考核要求，保证专业基础课的学习效果。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提高职业竞争力。 

 

三、组织开展了新生学习调研 

  10 月，我们通过召开微电子和核工 2021 级学生的座谈会和个别交谈，了

解了新生的学习困惑、学习管理和目标管理方面的问题、对课程的需求及对教

师的要求。通过交流，给学生提供了一定的建议，帮助一年级学生作好目标管

理，了解与专业老师的沟通渠道和课程学习的方法与要求,以维护新生的学习热

情。会后，督导组即时向微电子系和核工系主任反馈了学生的诉求和意见。他

们（特别是微电子系）均进行了积极响应。 

 

四、对课程设置的有效性分析 

在本期的教学交流和听课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微电子系和核工系课程设置

存在有效性问题，有待通过积极的多方考察和比较，提高从一年级开始的课程

学习安排的合理性和可执行性，充分有效地利用大一的课程学习。如果大一的

课程安排不充分，学习有效性不够，多数学生出现专业迷茫，也不利于尽快养

成学习过程和学习时间的自律管理。建议： 

1）对教学上层设计应该有充分的了解和评估。特别要认真评估设立课程的

有效性和影响的深远性。 

2）适当减少介绍类、概论性的课程学时，加强基础和必要知识学习课程，让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早一些有效了解专业。 

3）合理规划数理基础课程的衔接关系，加强数学内容并注重学生的接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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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进度。 

 

五、试行了新任课教师的教学成长关怀计划 

   为促进学院各课程新老接替能可持续和稳定发展，督导组制定了新教师教学

成长关怀计划。除了对全院新任课教师的常规听课，还进行了新教师试讲活

动。11 月两位拟于 2021-2022 第二学期新开《大学物理》课的潘建松老师和郭

建老师进行了试讲。督导组及到会的教师针对两位新教师教学规划、课堂节奏

的把控，内容讲解尺度把握，以及从师生两方面对教学内容、方法进行了热烈

讨论，给出了建议和要求。两位新老师认真做了笔记。 

 

六、 组织物理学院教师开展教学发展活动 

为提高基础物理课程课堂教学的教学质量，督导组配合学院于 11 月 26 日

面向全校举行了《基础物理课程教学能力提升》的教学报告会，邀请教学经验

丰富、成绩突出的三位教师做了精彩报告。 

林方老师以《从生活中来，到物理中去》为题，通过生动挖掘，阐释物理

和生活现象的理论依据和关联，从现象和物理的表里关系和生动关联，有力激

发了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和源动力。也从教学方法和内容挖掘的角度给出了很

好的启示。 

赵新老师介绍了《教学比赛与日常教学的异同》，从亲身经验出发，介绍了

参加教学比赛的准备流程，比较了与日常教学的异同。为年轻老师的成长给出

了范例和指导。 

齐建起教授以《基础物理教学中的思政课元素与教学融合》为题，介绍了

教学工作中，将思政元素融合到教学中的经验，说明了如何生动挖掘基础物理

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以及如何与课程内容有机衔接的问题，具有很好的示范作

用。 

通过报告和交流，促进了教学研究和课堂教学的质量提升。建议进一步加

强教学研究活动的制度化，以利于提高基础课程教学的质量。 

物理学院督导组 

2021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