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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院 2022 年春季学期教学督导组工作简报

2022 年春季学期,物理学院督导组在教务处的统一安排和学院领导下，通

过以下工作进行了教学督查和新教师教学成长关怀工作。

一．开学教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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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我院开课 87 门（计 303 门次），授课教师约 109 人。督导组共计听

28 位教师上的 32 门次课，总计听课 52 次、113 学时（人均听课 10.4 次、

23 学时）。被听课程评为“优”16 次，“良”24 门次，“中”9次，“合格”

3次，分别占听课总数的 31%，46%,17%和 6%。

对我院本期新开课或新上课程：粒子与物质的相互作用（胡逊祥）、《物

理问题导向的数学应用》（林兴德）、《散射理论》（郑汉青、肖志广）、光

学（杨帆、侯宜栋）、大学物理（理工）Ⅲ-1（郭建、潘建松）等进行了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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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创新性和启发性。对学生

指导耐心详细，对物理类学生的培养从思维逻辑到素质要求均是良好训练。

对本学院的学位课必修课，比如《计算物理》、《电磁学》、《热学》、

《光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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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课程教学团队既能统一

要求，又各具讲课特色，尤其可圈点的是年轻教师的成长和担当作用。督导组

对这些课程、尤其是新上课程的设置、教学团队建设、教学要求、教案、计划

等教学过程进行了持续跟踪了解。了解到本学院专业基础课，对各课程（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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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号分门别类）的大纲基本要求、考核目标、学习过程考核和课程最终考核的

要求。保证专业基础课的学习效果等进行基本统一。强调学位课和必修课的基

础性和重要性。

三.对课程设置的有效性分析

在本期的开设课程中，我们向学院提出了进行课程设置的合理性评估建议。

建议清理学院课程。一是考虑学分分布的合理性，注重必修课和专业基础课的

设置。二是认真筛选选修学分课程设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比如公选课中，物

理课程的属性和内容的物理相关度。

通过对我院对外系开设的工科大学物理的了解和与相关学院的沟通，参与

进行了工科大学物理教学计划的修改。将原有的七个层次的教学计划整合，为

以下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分设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近代物理初步五个独立课程号，

总学时 132，共 8个学分的大学物理课程，选课学院按培养计划选修大学物理

课程学分。

第二层次维持原 102 学时的大学物理两学期课程（春季 51 学时，秋季 51

学时，共 6个学分）。

修改建议的目的为适应不同培养计划的选课要求，也便于教学目标管理，

同时可保证在基础教学师资严重不足情况下的课程可执行。

四. 关注新任（开）课教师

本期我院新开了《粒子与物质相互作用》、《物理问题导向的数学应用》

等 4门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及 1门通识课《中国陶瓷》。葛春荣等九位老师属

第一次上课的新老师。

督导组对上述新开的课和新任课老师通过以下措施给予了重点关注：

1、对新开的课和新任课教师讲授的课程全覆盖进行了听课；

2、分别多次听了潘建松老师和郭建老师讲授的《大学物理》；

3、对《光学》新任课的侯宜栋老师、新开课的杨帆老师和魏念老师新任的

《大学物理实验》课进行了学期课程跟踪。

4、及时与老师进行了交流和反馈。如对郭建老师讲授的的节奏和进度问题，

潘建松老师面对学生的讲述方式问题，以及杨帆老师的课程内容把控、上课音

量、对待课程的处理态度等问题均及时进行了交流，并帮助其解决一些具体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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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5、举行课程讨论会。针对 2022 春季为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新开设的《光

学》课程，督导组召开了课程讨论会。督导组全体老师与新任该课程的侯宜栋

老师和杨帆老师针对课程的把控、考核方式、教学计划调整、课堂节奏与内容

讲解尺度把握，教学方法以及从师生两方面的教学过程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热

烈讨论，给出了建议和要求。两位新任老师认真听取了建议和意见。

五．公共基础课《大学物理》课程的试卷管理建议

在教学环节的管理流程中，针对以往学期的大学物理考试的试卷管理，督

导组给出了以下建议，促进形成了有效的管理规则。

1、课程号相同的所有课程使用同一套考题；

2、 对三人承担一课程号课程，使用同一套（半期和期末）考题，由教研

室统一安排老师出题，并确保考试内容的保密性；

3、 对于三人以下老师承担的课程，由该课程组老师协商担任出题任务，

并确保考试内容的保密性；

4、 在各主考老师领取试卷之前，出题者不得透露考题内容，且出题老师

在考试之后提供本考题的参考答案及评分细则；

5、出题工作量由该课程所有上课老师共同承担。

6、独立承担单一课程号课程的老师，考试出题属于担任本课程的本职工作

内容。

六、本科生毕业论文检查

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是本科生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科教育的必要环

节。也是本期督导工作的重要内容。本期我院共有 257 名学生申请论文答辩。

我们按照学校及学院要求对答辩质量和论文质量进行了督查。5月中旬督导组

老师参加了我院三个系百余位学生的论文答辩。5月 26 日参加了学院 13 位学

生的论文复查答辩。6月 17 日进行了论文质量抽查。总体印象：

1、答辩前各系和绝大多数学生准备比较充分。答辩态度端正。老师能准确

考查学生的基础、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

2、从学校要求的 8项检查内容来看，本届论文总体质量有明显提高，特别

是工作量、论文撰写水平和规范程度。

3、个别选题与专业相关度不高或不相关。建议各系加强选题的适度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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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的答辩组组成过大，每位学生的答辩时间太短。个别学生报告后无老

师提问，未达到答辩的要求。

物理学院督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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