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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要内容※ 

☆ 期中教师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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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加强和改善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校本科教学督

导组于第 12~13 周（2021.11.15~2021.11.19）分赴 18 个二级学院（部）召开了 2021

-2022 第 1 学期教师座谈会。与会教师踊跃发言，会议气氛热烈。老师们主要围绕

本科教学、教学管理、科学研究、学风建设、人才引进、学生评教等各抒己见，畅

所欲言。据统计，共有 18 位院领导、174 位教师代表参加了教师座谈会，提出意见

和建议 300 余条。老师们本着关心学校发展、关心学生成长的初心，以主人翁的身

份畅所欲言，既肯定了学校教书育人的成绩，也反映出诸多本科教学改革与创新发

展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多合理化建议。与会教师

普遍认为：教师座谈会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既发现了问题，交流了经验，又统一

了思想，更为学校决策、学院管理和教师教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希望学校定期或

不定期举办类似活动，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民主办学的理念。 

一、基本情况 

按本学期本科督导工作计划安排，各二级院（部）均召开了期中教师座谈会，

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期中教师座谈会基本情况汇总表 

序号 学  院 参会院领导 参会教师人数 意见与建议（条） 

01 纺   织 蔡光明 7 7 

02 电   气 韩谷静 9 16 

03 机   械 吴   晓 15 24 

04 化   工 李   明 11 20 

05 环   境 潘   飞   10 28 

06 材   料 罗汉春 6 10 

07 数  理 许明耀 11 15 

08 服  装 江学为 6 20 

09 艺  术 曹   刚 12 22 

10 传  媒 刘虹弦 12 15 

11 伯明翰 闫   俊 6 13 

12 经  济 李正旺 10 17 

13 管  理 张   飞   12 12 

14 外国语 罗绮伦    9 13 

15 会  计 肖   丽 6 17 



3 

 

16 计算机与人工智能 魏   雄   12 20 

17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孙文礼 10 19 

18 体育部       叶冬茂 10 24 

二、教师建议汇总 

（一）教学工作 

1、毕业设计新系统不适合艺术类专业使用，因为艺术类毕业设计（论文）更偏重

于作品。 

2、频繁更换教务系统，给专任教师带来诸多不便，新系统在使用前应对教师进行

培训。 

3、教务处提供的教学大纲模板适合于理工科课程，何时能推出适合艺术类课程的

教学大纲？ 

4、可否由艺术类专业的专任教师带毕业设计，艺术类专业的理论课教师带毕业论

文。 

5、艺术类学院可否设置网上虚拟展厅，方便教师上传学生作品，以备作业检查。 

6、双语教学不适用大一新生，因为大一新生，专业与英语基础差，实施双语教学

效果不好。 

（二）教学管理 

1、教务处应在进一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管理规范和实施细则。另外，教务部门应

更多听听教师与学生的意见，可能情况下教务处最好配备艺术类专业的工作人员。 

2、一年一度的大学生运动会，南湖校区的学生是否可以单独举办，既节约资源又

减轻师生负担。 

3、伯明翰学院由于是中英合作办学，关于课程的评价方式双方有很大差异，所以

成绩评定所划分的等级也不同，同一个成绩在英方认可，在中方却不认可，建议学

院进一步与学校沟通，达到双方评价标准的一致性。 

4、伯明翰学院学生多，教师少，教学程序复杂，教师教学工作量大，可否安排专

人负责，以减轻专任老师的工作量。 

5、伯明翰学院教学方式灵活和多样，同时也存在地域和时差，有时上课方式会进

行调整和变化，建议学院能加强与督导组的沟通，以便于督导巡课或听课时针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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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况做相应处理，对于教学环节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建议学院与教务处、督导组达

成统一后，可单独制定一个教学实践性课程的评分表。 

6、学校和学院应进一步健全传-帮-带机制，建议给新进教师配备科研导师，同时加

强教学和科研平台建设。 

7、学生创新大赛，希望学校能给予一定经费资助，否则有的大创项目无法进行下

去。 

8、学校对自编教材的资助力度偏小，加之科研奖励又少，评职称时认可度又低，

导致教师对编写教材没什么积极性。 

9、教务处排课时可否考虑下，尽量让 1-2 节上理论课、3-5 节上实验课的学生不要

相隔太远（如 3 号楼和 6 号楼）。 

10、教务处排课时尽量不要三节课连排，导致教师很辛苦，学生太疲劳。 

11、转专业学生较多，不利于学生学业的稳定发展与培养，教务处应该对转专业设

实质性的门槛。 

12、教务处最后审批的人才培养方案与学院上报的不一致，导致学生修满 180 个学

分后不愿意再选修，造成后面的专业课无法开展。学生跨专业公选课的学分应有上

限规定，教务系统选课应与人才培养方案相一致，否则专业选修课无学生选课。 

13、教务处排选修课时可否让学生先选课，再安排教师上课，以免老师课也备了，

工作也安排了，结果由于选课不到 20 人无法开班。 

14、环境学院反映《大学物理》与《高等数学》学分太高，课时太多，而专业课学

时又太少，影响学生的专业提升能力。 

15、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反映：每个班选课人数过多，机房排得太分散，教室里

座位不够坐。 建议学校对选课人数设上限，针对性排教室，否则不能保证教学质

量。 

16、中层干部听课应进一步加强。 

17、《大学生心理健康》原本是 2 学分 32 课时，这学期改成了 0.5 学分 16 学时，

这与教育部的要求严重不符，课时学分少，学生不重视。 

18、很多重修课程跟重修学生本身的专业课时间冲突，既不好管理，也影响学风和

教风建设。 

19、《大学物理》和《概率论》等课程 12 周就结课了，但一直拖到 19 周才考试。

建议完一门考一门，不要都集中在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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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能否考虑下体育部教师参加教学竞赛的特殊性，教学竞赛可否对体育课部单独

制定规则。 

21、学校不同部门重复要求二级院部提供相同材料，学校能否建一个公共平台，信

息共享。 

22、建议教务处在学生选课系统里进行合理设置，避免学生某一学期选课太多，影

响学习效果和教学质量。 

23、学生竞赛获奖后指导老师申报成果渠道不畅。 

（三）科学研究 

1、学校在科研项目上重申报、轻建设，要鼓励更多教师参与科研项目建设。 

2、增加研究室的数量，方便学生参与研究性课题的相关工作。 

3、教职委项目希望有配套经费支持，其他很多学校对于该类项目是有资助的。 

4、为提高教学质量，建议学校每学年或学期召开教学研讨会。 

5、出版教材学校只认十大国家级出版社是否合理？教师再版的教材，内容更新后

（书号也变成了），可否认定为新版教材，给予奖励和资助。 

6、教研项目经费不要一个学期就清零，应该一个研究周期（一般 2-3 年）后清零比

较合理。 

（四）学风建设 

1、我校学风建设应加强，由学校和学院齐抓共管，尤其是学工部门，可采取增加

淘汰率，加大对考试舞弊的处罚力度等措施，促进学风建设。 

2、表演专业的学生社会活动多，到课率不高。建议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尽可能严

格执行考勤制度。 

3、要强化学生的专业忠诚度教育，采用教导、引导、倡导、疏导、劝导等方式，

真诚的教导学生，爱自己的专业。 

4、严格学生请假审批权限。 

5、学生课外活动太频繁，影响正常教学，喧宾夺主。 

6、由于学位不与四级挂钩，导致学生对四级考试不重视，听力考试有的学生居然

不戴耳机，只有约 40%的学生参加四级考试。 

（五）人才引进 

体育部三年内将有 11 名老师退休，希望学校在体育部人才引进上给予政策倾

斜。 



6 

 

（六）学生评教 

1、学生评教结果反馈给老师要有意见和建议，低分要有低分的理由。教师普遍关

心学生评教，由于学生评教占比大，主观性较强，部分学生易出现报复性评分。造

成教师在教学管理上畏手畏脚，希望能有更科学的评教方法。 

2、学生评教与教学奖励、职称评定挂钩，排名后 10%教师将面临一票否决。高年

级学生本来就难管，管严了，学生不喜欢，打分低，那到底要不要管学生？片面依

靠学生评教有失公平，评教应是多方向多维度综合考评，而非仅仅只靠学生评教。 

3、学生评教中公共课与专业课不同，低年级与高年级不同，严管与宽管不同。职

称评定中实行后 10%一票否决制度（据说还将扩大到后 30%），老师意见很大。评

教要保护严师（避免管学生则评教分较低）。 

4、学生评教 90 分以上应为优秀，学院排名后 20%的教师排名的确定，不应该只看

一个学期的结果，时间段要长一点，比如一年或两年。 

5、学生评教，大一、大三、通识课学习通评教系统有默认分数，最后给老师一个

总体评教分，这样会造成老师不知道是哪门课学生有何问题，默认分数也不够严

谨，建议课程之间分开评教，另有些学生评教随意性很大，不认真，建议取消平时

上课不认真，最后挂科的学生的评教资格（具体名单由任课教师确定）。 

6、学生教学评价，规不规范，主不主观，评价模型或评价标准能不能达到要求，

科不科学等需要进一步认证。 

7、这几年的教学质量奖完全由学生评价确定，与教学质量关联起来不合理。 

8、学生对上课没兴趣，老师跟辅导员反映，学生会给老师打低分。 

9、学生评教，前后应去掉 10%，这样的数据才可能更加真实有效。 

10、“学生评教”结果虽可作为评价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但绝对不能当

作否决条件，否则无疑夸大了“学生评教”的作用，主要因为评教结果虽有一定的

稳定性和可靠性，但并不完全客观、真实。“学生评教”作为教育评价的一种主要

方式，本身就是改进教育活动、优化课堂教学、提高教育质量的具体表现。因此，

就其本质来说，“学生评教”应该是一种“形成性评价”而不是“总结性评价”。

学校应理性、慎重对待和使用“学生评教”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