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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院 2022 年秋季学期教学督导组工作简报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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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教改工作，重点进行了课堂调研和教学提升，关注新教师教学成长关怀计划。

一．开学教学检查

8月 29 日-9 月 7 日，按照校发展规划处和教务处关于开展开学教学检查的

要求，对我院本期开设的各门课程的教学情况、教学大纲、教材使用情况、教学

资源建设和线上同时行课情况、对课堂学生到课情况和课堂回答问题的踊跃情况

等进行了开学巡网络地检查，及时完成了检查情况的在线反馈。2022 秋季开学

又值成都市疫情管控期间，物理学院督导组老师通过线上，跟踪了解了学院大部

分课程的网络课程开课完成情况。

检查的结果是：开课第一周及完全网课的期间，我院教学计划安排的课程均

按时线上线下正常开出。线下和线上课堂教学秩序良好。教师均能提前或准时到

岗，课前教学准备充分，教学资料齐全。老师上课精神饱满。开学线下学生到课

率＞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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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

上课到课率高达 100%。

二．课堂听课情况

本期督导组共计听课 45 门次，人均听课 9门次，18 学时。

本学期对我院本期新任（低年级）课程教师的课程，如：《光学》（侯宜栋）、

《医学物理学 II》（贾武林）、《药学物理（拔尖班）》（余天）等课程进行了跟踪

听课。新任课老师均能继承本课程的开设目的、并在执行教学大纲教案和教学资

料的基础上，体现出新任课老师的教学体会和研究。新任课教师均能够课下认真

准备，授课内容正确，均能对学生指导耐心详细。年青教师侯宜栋接任《光学》

课程，能虚心学习进步明显。比较突出的《药学物理（拔尖班）》新任课余天老

师，认真分析《药学物理》课程的教学对象和内容要求，结合分析研究，课程理

解到位，对学生的帮助大。同时显示出，需要认真总结课堂教学和不同层次管理

学生的方法，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进度和示例分析，帮助学生掌握理解，

尤其是课时量偏少内容多的医学物理和药学物理，通过了解学生积累教学经验、

丰富教学资料。本学期的线上教学工作，老师准备和采用的网络技术手段，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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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刚开始线上教学相比，有了明显的提升。在组织安排，线上教学过程，同学问

题解答和网上资料的准备都有很大的提升，各门课程的网上教学同学的反应都是

优良的，参与教学活动的同学的积极性也有很大提高。

对本学院的学位课必修课，比如《量子力学》（试验班）、《热力学和统计物

理》、《热力学和统计物理》（试验班）、《力学》（试验班）、《力学专题讨论》、《数

学物理方法》、《半导体物理学》、《半导体材料及 IC 工艺原理》等，督导组老师

分别进行了跟踪和观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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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王鹏老师对试验班开设的量子力学，给学生拓宽视野，材料丰富，引导学

生改进学习方法，对学生十分有益处。以李鹏老师为首的《力学》课程组工作很

有成效，无论是课堂教学，教学案例分析和《力学研讨课》给学生了分析解决问

题的方法技巧，也获得了逻辑能力的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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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品质起到了良好促进作用。对学生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具有竞争力。

为微电子专业的学生开设的《半导体物理学》、《半导体材料及 IC 工艺原理》、

为核工开设的《加速器原理及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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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学院面向全校理工科开设的基础课《大学物理学》II、III、IV、V 各层次

课程，督导教师们也是积极听课，帮助任课老师们搞好课堂效果设计。引导教师

注重平衡学期过程考核和课程最终考核的要求。同一课程号的课程统一对考核的

要求，督促各小班课程教学的基本量和教学效果，保证专业基础课的学习效果。

《大学物理实验》系列公共基础课程（共 7门课程）涉及全校各专业 4000

多学生，由于疫情原因在开学之初（第 1-4 周）全部转为线上教学，针对实验课

程的特点，物理实验中心制定出适应线上教学的方案细则（包括学生分组、网课

要求细则、网课教学方式、课后作业等等），保证了从线下到线上的平稳转换，

教学秩序良好。第 5-14 周，学校全面恢复物理实验线下教学，为不打乱正常教

学计划，中心教师利用周末时间完成了针对前面网上教学的实际补做物理实验工

作。15 周疫情反复，物理实验课程再次全面转为线上教学，基于前面经验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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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这次从线下到线上的转换非常高效迅速，学生的各自疑难情况都能妥善处理，

学生反响良好，在教学质量的前提下保证按时完成实验教学计划。

三.关注各课程线上线下开展的有效性

开学以来，由于疫情在全国各地的管控情况，本期各课程均实行线上线下同

时进行，关注线下课程的同时积极应对线上的课程效果和考核考察效果。各科教

师使用线上资源的不平衡，一些课程线下效果好，线上的效果就一般，效果极大

程度关联对学生的督促力度大小。而有的老师准备资料丰富，经常性抽检学生的

学习进程，学生的管理和督促方式多样，学习效果也得到积极反应。

四.坚持推动课程教学改革

院督导们一直跟踪的学院第九期教改项目在本期结题，申报的五个项目从一

开始到本期结题，通过与申请项目教学交流和跟进项目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五位

申报者的工作，切实关注教学计划到教学实施，并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如，朱励

霖老师的《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探索，从开始计划到结题，

对教与学的各方面连续进行了认真有效的调研和效果分析，数据翔实，成果显著。

高博老师的《PBL 模式在”探究式-小班化”教学中的实践》以研究式项目完成

方式进行了两年的实践，不断改进组队方式和进行内容先后次序的调整，逐步完

善探究式的教学方式，得到选修学生的欢迎。马瑶老师的《基于云平台的多课程

融合教学模式探索》、梁勇飞老师的《核工程与和技术专业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梁小冲老师的《大学物理产学研一体化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均有很好

的创新点和研究价值。对课程改革有十分有益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五.实行了新任课和新开教师的关注

对新任课和新开课程给予重点关注，通过新任（开）课全过程的了解，跟踪

听课，对其计划，授课方式，课程资料准备工作的检查，对新教师和所开课程起

到积极有效的帮助。

六. 组织物理学院青年教师准备各种教学比赛和竞技

为提高基础物理课程课堂教学的教学质量，督导组配合学院积极推荐年青教

师林方、赵新等积极报名参加各项青教比赛。

通过比赛了解发展和取得进步，具有很好示范作用。同时在全院范围促进了

教学的研究和改革。以利于提高基础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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