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教学督导工作简报
【2022-2023学年第二学期第1期】

新疆理工学院教学督导组 2023年3月31日

本 期 导 读
※ 2022-2023学年第二学期学生教学信息员反馈情况

※ 2022-2023学年第二学期期初教学检查工作总结

【学生之声】

2022-2023 学年第二学期学生教学信息员
反馈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充分发挥学生参与教

学管理、自我管理的主体作用，做好教学工作的信息反馈、

整改工作，根据《新疆理工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管理办法（试

行）》文件要求，学生教学信息员认真履行职责，积极收集

整理同学们反映的关于教学管理、培养方案、教学条件与环

境、课堂教学纪律、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内容、教学效果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如实填报《教学信息员反馈意见

表》。现将 3月信息反馈情况通报如下：

一、信息反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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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梳理统计，截止到 3月底，已收到各学院班级教学信

息反馈 70余条，经过整理、甄别和核实后归类为 38条。其

中涉及教学条件与环境问题 13条、课程学习问题 5条、教

师教学问题 20条。

从各学院具体反馈信息情况来看，我校的学生教学信息

员能够及时、准确、全面、客观地向学校反映所在专业的教

学情况，真实反映教学运行状态的相关信息，并提出了合理

化建议，有力地配合了学校的教学质量监控工作。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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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
学与工
程学院

机电工
程学院

经济贸
易与管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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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
会科学
学院

食品科
学与工
程学院

信息工
程学院

反馈信
息条数

9 5 9 9 8 7 5 18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条件与环境问题

1.英语21-1班和英语21-2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

为合班课，上课在小教室 310上课，教室无多余桌子与凳子。

2.教室投影设备老化，画质差，特别暗，坐在后排的同

学基本看不清投影内容。

3.JT1216 、JT1212、4-310教室多媒体教室出现问题，

总是泛绿光，放映 PPT视频时不能正常播放，严重影响上课

质量。

4.一号楼教学楼阶梯教室有的座位损坏，上课时无法正

常使用，教室卫生较差。

5.六号楼上课有时教室桌椅缺少，需要从别的教室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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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许多教室钟表没电或损坏或未摆放，造成考试不便。

7.新学期开始以来，学校的网络网速明显变慢，日常使

用延迟、卡顿非常明显。

8.部分教室的课桌破损且环境脏乱。2-410、2-301、6-403、

6-308教室卫生环境较差。

9.信息工程学院固定教室彩色粉笔较少。

10.理科实验楼的机房（公共计算机室）电脑太卡，软件

打不开，经常卡的死机重启，毫无教学体验感，影响老师和

学生上课。

11.学校的基础设施，比如健身房、充电桩的数量和质量，

有待提高。

12.图书馆开放时间较短，开馆时间晚，闭馆时间早。

13.同学反映宿舍内的厕所天花板会滴水。

（二）课程学习问题

1.能化 22级和能化 21级课程太多，一直在增加课程，

每周满课还要参加活动要求第二课堂学分，没有时间参加活

动。

2.部分学生之前学的俄语，英语基本很差，根本听不懂。

3.能化专业有人高中没学过化学，影响上课进度与质量。

4.下午课间时间太短，下午第 1-2 节有体育课的同学需

要在操场或其他楼里迅速跑回，影响下一节课正常上课。

5.信息工程学院大部分同学反应，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每一年的培养方案不同。相对同届大三的课程，一周 15-16

节课。班级考研同学较多，除了上课时间，剩下的考研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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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相对少。

（三）教师教学问题

1.班级大多数同学反映，《食品微生物学》这门课采用

线上的授课方式，导致互动困难，没有参与感，效果太差。

2.能源化工工程学院同学反映，课程进度太快，很难理

解课程内容，导致不愿意听课的现象比较严重。

3.机电工程学院学生反映希望老师把课件最后弄到雨课

堂或者知到 App，这样学生可以随时看。

4.机电工程学院学生反映有老师讲课自顾自，没有考虑

学生的感受，给予学生压力，并且将布置的作业复杂化，给

学生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降低的学习的兴趣与效率。

5.商务银行与业务经营课程上课教室（2-301）比较小，

希望能换间阶梯教室。

6.理学院的数值分析课程，吕佳鑫老师板书不太工整，

字迹不太清晰，给学生带来一定困难。

7.理学院的常微分方程课程，吴星星老师板书字迹太小，

后排学生看不清。

8.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

任课教师吕迎弟上课期间题外话较多，课程进度较慢。

9.理学院有老师上课语速慢，五周仅讲了 30页，上课东

扯西扯，经常发表与课堂内容毫不相关的言论，严重影响教

学质量。

10.从上学期的线上课变为本学期的线下课，有部分同学

可能还没有适应、调整好，课堂上和老师互动时的积极性还



— 5 —

有待提高。

11.刑事诉讼老师讲课速度较快。

1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课程采取

网课形式进行授课，同学们反馈不是很好。

13.通信工程 22-3 班的电路分析课程，目前是以网课形

式进行，但是上课过程都是学生用自己的手机进行上课的，

由于网络速度的参差，各个同学上课显示的直播画面不统

一，又因为不是每个同学都有耳机，所以上课时声音比较嘈

杂。

14.虽然部分课程是线上开设，但有时教室安排不合理，

比如计算机视觉是线上，但在公共计算机室上课，教室不配

备音频。

15.CAD课程任课教师上课声音太小。

16.工程管理相关专业课的课本或者 PPT 上有很多内容

和公式老师在讲解的时候同学们都很难理解，绝大一部分的

同学都听不懂。

17.建议机电工程学院对晚自习进行规范，没有合理的规

范晚自习并不能发挥作用。部分同学对晚自习时学习态度不

积极，影响他人。

18.信息工程学院部分同学反映课程安排不合理、培养方

案有问题。

19.机电工程学院部分任课老师声音较小，由于教室大，

同学多，在后面的同学可能听不见老师讲课的声音，希望老

师可以带扩音器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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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思政类课程因在阶梯教室上课，老师的声音会显得很

小，有些内容听不太清。

三、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是学校得以生

存和发展的基础。各单位、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了解和调

查学生教学信息员反映的有关教学和教学管理等各方面的

问题。各教学单位要进一步加强教学督导工作，提升学生对

教学的满意度；各相关部门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一步建

立健全学风建设长效机制、做好网络技术服务及教学设备和

设施保障。

2.认真整改。各问题责任单位要认真分析总结，采取有

效措施，做好反馈问题的整改工作，要做到立行立改、真改

实改，要做到件有落实、事事有回应，确保学校教学工作高

效运行。

3.按时反馈。各问题责任单位应于 4月 5日前将整改情

况报送教务处教学督导科。

【督导动态】

2022-2023 学年第二学期期初教学检查
工作总结

为深入了解和掌握学校教学工作状态，强化过程监控，

促进我校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根据《新疆理工学

院关于开展 2022-2023学年第二学期期初教学检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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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教务处以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工作为契机，将评建

工作与日常工作相结合，于 2月 20日组织各院（部）教学

办主任、教研室主任等组成 2个检查小组，共计 22人，对

本学期开学前任课教师备课情况、课程教学资料的准备情况

和上学期教学资料建档归档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同时组

织教务处全体教师和学校督导组、学院督导组共计 50人对

本学期各院（部）开学两周的教学运行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检

查，现将本次检查结果总结如下：

一、检查情况

（一）抽查教案情况

1.基本情况。学校检查小组对各院（部）推荐的优秀教

案进行了检查，并根据上学期课堂教学评价结果对重点教师

的教学资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抽查，同时对于没有具体归属

部门的课程《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大学生就业指

导》《创新创业与专业导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劳

动教育》课程进行了全覆盖检查。共检查课程教案 359份，

院（部）教案 257份，无具体归属部门课程教案 102份，其

中 90分以上优秀教案 43份，占比 16.73% ，89-75分良好教

案296份，占比75.49%，60-74分合格教案19份，占比7.39% ，

60分以下不合格教案 1份，占比 0.39 %。各院（部）抽查教

案分数分布情况见下表：

序号 院（部）名称 抽查数 90分以上 89-75分 74-60分 60分以下

1 信息工程学院 35 5 26 4 0

2 机电工程学院 32 4 24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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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74-60分的合格教案以及 60分以下的不合格教案共

计 20份，其中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合格教案 1份，信息工程

学院合格教案 4份，机电工程学院合格教案 4份，食品科学

与工程学院合格教案 4份，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合格教案 6

份，不合格教案 1份。能源化工工程学院、理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公共基础部无合格及不合格教案。其他课程检查

分数见下表：

2.根据院（部）自查和抽查情况推荐优秀教案 5门，情

3 能源化工工程学院 20 5 15 0 0

4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 3 13 4 0

5 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 46 8 31 6 1

6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47 3 43 1 0

7 理学院 18 6 12 0 0

8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 5 12 0 0

9 公共基础部 22 4 18 0 0

合 计 257 43 194 19 1

比 例 16.73% 75.49% 7.39% 0.39%

序号 课程名称 检查数 分数

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4 88

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 30 81

3 《创新创业与专业导论》 10 80

4 《大学生就业指导》 6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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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见下表：

序号 姓名 任教科目 分数

1 陈蒙 Java程序设计 92.00

2 李烨、缪龙静 材料力学 91.67

3 曹星慧 过程装备控制技术及应用 91.33

4 潘学聪 大学物理 91.00

5 周勇磊 企业战略管理 90.33

3.存在的问题

（1）从学校检查评分和各院（部）检查评分分值差距

及具体情况来看，个别院（部）开展期初教学检查工作不扎

实，存在教学资料漏查、不评分及教研室随意打分，院（部）

不检查不把关的情况；

序号 院（部) 姓名
学校检查

得分

院部自评

得分

1 机电工程学院 李江涛 73 83

2 机电工程学院 张乾 71 75

3 机电工程学院 陈允康 70 未评分

4 机电工程学院 陈允康 70 68

5 信息工程学院 王喜军 73 未评分

6 信息工程学院 徐圣方 72 79

7 信息工程学院 李琴 70 85

8 信息工程学院 万东 70 未评分

9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晓丽、刘曼丽 7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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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曲道峰 74 未评分

11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姜露熙、唐睿 74 89

12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倩、张恒 74 88

13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姜飞 74 84

14 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 钟芳婷 73 86

15 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 李岩松 73 78

16 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 李晓天 72 86

17 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 姬于凡 71 81

18 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 彭子安 68 86

19 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 赵鹏飞 60 86

20 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 王飞祥 59 86

注：

1.机电工程学院：4门；2.信息工程学院：4门；3.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4门；

4.人文社会科学学院：1门；5.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7门

（2）多数院（部）对于非本院（部）授课教师的教学

资料监管不到位，特别是辅导员及实训课程存在无教学资料

的情况；

（3）除了马克思主义学院采用统一下发的课件外，大

多院（部）对于授课课件检查重视程度不够，存在个别选修

类课程无授课课件、直接采用他人课件，或使用教材配套课

件无调整完善的情况。

（二）检查教研室资料情况

1.基本情况。检查组对 9 个院（部）40 个教研室的教学

工作计划和教研室工作记录进行了全部检查，各教研室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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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学校要求提前做好本学期各项工作计划，检查分数见下

表：

序号 院（部）名称 分数（满分10分）

1 理学院 9

2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8.5

3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8.5

4 机电工程学院 8.4

5 信息工程学院 8.3

6 公共基础部 8.3

7 马克思主义学院 7.8

8 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 7.5

9 能源化工工程学院 6.9

平均分 8.1

2.存在的问题

（1）部分院（部）对教研室工作计划把关不严，缺乏

细致的审核，导致教研室工作计划中出现明显的错误，或者

工作计划不具备可操作性；

（2）大部分教研室工作计划没有明确具体的时间，计

划实施目标任务均不明确；

（3）教研室工作计划和教研室活动记录不对应，无法

互相印证，出现了两张皮的现象；

三、教学运行检查情况

（一）基本情况。各院（部）和检查组对本学期开学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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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授课情况进行了全面的督导检查，机电工程学院共计督导

111 次，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共计督导 89 次，理学院共计督

导 71 次，信息工程学院共计督导 33 次，能源化工工程学院

共计督导 25 次，公共基础教学部共计督导 22 次，人文社会

科学学院共计督导 18 次，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共计督导 18

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计督导 10 次。教务处组建教学运行

督导组进行了现场教学督查督导 60 余次，全校所有课程均

按制定的教学计划开出，开设课程 1116 门，2680 门次，承

担教学任务的教师 548 名，课堂教学秩序井然，教学运行总

体平稳。开学两周以来，共计下发教学通报 3 起，教学事故

1 起，其中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通报 1 起，人文社会科学学

院教学通报 1 起，机电工程学院教学通报 1 起，教学事故 1

起。教学运行检查分数见下表：

序号 院（部）名称 分数（满分10分）

1 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 9

2 理学院 8

3 信息工程学院 8

4 公共基础部 8

5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7

6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7

7 机电工程学院 7

8 能源化工工程学院 7

9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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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分 7.4

（二）存在的问题

1.个别班级学生存在迟到或缺勤现象。在检查中发现个

别班级学生有缺席或者迟到的情况，而相关任课教师没有采

取任何措施，只负责埋头教学，对学生迟到现象采取不管不

问，造成迟到成为了部分学生的一种习惯，严重影响了正常

教学秩序。

2.个别教师课堂把控能力不强。在上课期间，普遍存在

坐在中后排的学生玩手机的现象。教师作为课堂第一责任

人，应保持课堂教学秩序，对玩手机、不认真听讲及其他不

规范行为的学生应予以正确合理的制止和引导。

3.个别教师教学准备工作不充足。主要表现备课不充

分，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目标不明确、教学流程无层次、重

难点不明确、课程氛围低沉等现象。因合班教室上课人数较

多，空间较大，公共课任课教师普遍存在授课教师声音较小

的情况。

4.部分院（部）课程表依然不规范。有部分教室的课表

未及时更新、有的张贴不规范。还有部分教室课表没有按要

求设置，课表内出现缺少班级上课人数、上课教师信息，上

课地点不明确或不匹配等现象。

5.个别教师调停课通知下发不及时。部分教师调停课后

没有及时通知到学生，导致学生按课程表规定时间、地点上

课等待任课老师，造成长时间的空堂现象。

6.第 1、2、5号教学楼存在桌椅摆放乱、卫生情况差，



— 14 —

个别教室未贴课表，无人管理的现象。

7.部分院（部）教学运行检查重视程度不够，检查流于

形式，不够细致深入。能源化学工程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

的教学运行检查登记表均无意见反馈；马克思主义学院督导

检查登记表填写不完整；理学院有督导教师共计督导课程 12

节，课程督导检查登记表均为电子版填写，且督导日期均为

2 月 20 日。

四、本学期期初教学工作总体情况

各院（部）较为全面自查了本学期任课教师的教学进度

情况，整体教学资料的规范性增强，质量进一步提升。其中

理学院、公共基础部、信息工程学院教学资料准备情况较好。

分数见下表：

五、试卷档案检查情况

（一）基本情况。检查组对 9个院（部）上学期的试卷

档案进行了全面性地检查，共抽检试卷 275份，从检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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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各院（部）课程上学期试卷档案总体情况有大幅

度改善，试卷档案材料齐备、整理规范、整体质量较好，说

明该项工作的长效机制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试卷检查工作

扎实、有效、质量高。因疫情原因，上学期采用线上考试线

上阅卷的方式，均不存在试卷分值统计有误的情况。其中马

克思主义学院、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试

卷总体表现良好。各院（部）抽检数量和平均分见下表：

2022-2023学年第二学期试卷检查情况

序号 学院 抽查份数 平均分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 95.4

2 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 26 94.5

3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31 93.9

4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5 93.4

5 理学院 26 93.1

6 公共基础部 25 92.6

7 能源化工工程学院 22 91.6

8 机电工程学院 31 91.5

9 信息工程学院 23 88.9

合 计 232 92.8

（二）存在的问题。据梳理统计，本次期末试卷抽查

份数中有 232份试卷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问题如下：

1.部分教师出卷难易程度把握不好，试卷成绩分布不

合理，未正态分布，卷面不及格率比例偏大，平均分较低。

如梁丹丹的《C语言程序设计》、后春静的《分析化学》、

曹荣的《无机及分析化学》卷面不及格率高达 85%以上。

2.试卷分析报告普遍质量不高，基本流于形式。部分

教师试卷分析不充分，尤其是成绩分析中对存在的问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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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针对性不强，有些甚至没有改进措施。值得反思的是

对于难度系数偏离正常的试卷，相当一部分教师并未有针

对性的进行分析，反而自查“成绩分布正常，难度适中”。

如：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整体上试卷质量分析表过于简单。

蔡晶晶的《无机化学》、雷雪娇的《高等数学 A》试卷分

析表没有结合答题情况进行客观分析。

3.试卷归档信息填写不完整，试卷封面信息填写不规

范，审核人存在漏签的现象；命题计划表意见未填写；考

场记录表信息不完整；电子版试卷未按要求进行归档命

名；缺少智慧树试卷名单明细，甚至出现缺少几份试卷的

情况。如理学院试卷归档整体出现成绩单盖红章，缺少成

绩单和监考视频。马克思主义学院整体存在试卷成绩与成

绩单顺序不一致，电子版试卷和腾讯会议视频未命名；食

品工程学院整体上智慧树试卷、成绩单缺失。崔盈憬的《外

国法律史》课程成绩单未装订；刘枝财的《公共艺术课与

艺术实践》评语全部一致，电子材料 47 人未交；汤来锋

的《Matlab应用》试卷（电子版）分数全部为 0，无批阅。

4.在成绩评定方面，平时成绩比例高或依据不充分，

平时考勤制度过于宽松，旷课、请假、迟到学生在平时成

绩上没有体现；平时成绩只有考勤，无其他内容，形式太

单一，未按百分比计算。如：公共基础教学部整体存在平

时成绩登记表中课堂表现未体现的情况。布买儿燕·开里

木的《客源国概况》平时成绩考勤标准不统一；田茂的《简

明新疆地方史》平时成绩登记表没有作业体现，只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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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5.封面流水评卷人未写完整，试卷不能体现流水阅

卷；参考答案分值、题头、题序、学期错误；命题计划表

试卷分值错误；试卷质量分析表未手写；没有严格按照标

准答案评分，简答题未按点给分。如：能源化工工程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整体

上命题计划表内意见未填写。张雪波的《机械制造技术》

参考答案不能写“请咨询老师”要写参考答案，证明计算

题未见参考答案；巩师洋的《电工电子》、孙强的《高等

数学》、姜飞的《管理学概论》试卷答案中分值、题序错

误，且与试卷分数不一致。

6.针对《劳动教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这七门

通识教育必修课进行了抽查，主要存在试卷归档材料不齐

全；考核方案不规范，评分标准不统一；作业批阅评语相

似，未对学生作业客观评价；平时考勤评分不合理，全部

满分制，旷课、请假、迟到学生在平时成绩上没有体现。

其中，《大学生就业指导》《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这两

门课程整体质量较差，不符合归档要求。如：胡宇凯的《大

学生就业指导》所有资料都没有，只有简历，还未批改。

六、教学资料归档情况

（一）基本情况。从检查情况来看，各院（部）教学

资料归档情况良好，已归档的教学材料较为齐全、规范，

符合基本要求，存在的问题比去年明显减少，教学档案质

量明显提高。其中，从整体评分结果来看，排名前四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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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能源化工工程学院、公共基础教学部、信息工程学院、

理学院，主要表现在教学资料齐全、内容丰富、分类明确、

归档规范完整，教研室工作总结、过程性材料比较系统、

完整。从上学期院（部）层面教学资料归档情况来看，表

现优良的院（部）有能源化工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

院和信息工程学院。从教研室工作计划及总结、过程材料

来看，表现优良的院（部）有理学院、信息工程学院、食

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特别是信息工程学院在教研室材料归

档方面，将教研室计划、总结、简报等材料分类整理，全

部装订成一册，值得各院（部）借鉴学习。从课程教学材

料归档情况来看，表现优良的院（部）有能源化工工程学

院、公共基础教学部、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理学院。各院

（部）具体评分详见下表：

2022-2023 学年第二学期期初教学检查记录表（不含试卷）

序
号

检查项目

能源
化工
工程
学院

公共
基础
教学
部

信息
工程
学院

理学
院

食品科
学与工
程学院

人文
社会
科学
学院

经济
贸易
与管
理学
院

机电
工程
学院

马克
思主
义学
院

1

上学期院
（部）层面
教学资料
归档情况
（5分）

4.9 4.66 4.67 4.46 4.5 4.86 4.58 4.32 3.9

2

教研室工
作计划及
总结、过程
材料（5分）

4.3 4.44 4.58 4.66 4.5 4.06 4.11 4.14 3.5

3
课程教学
材料归档
情况（5分）

3.9 3.88 3.58 3.7 3.64 3.7 3.4 3.24 3.4

4 总分 13.1 12.98 12.83
12.8
2

12.64 12.62 12.09 11.7 10.8

5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二）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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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院（部）层面教学材料较少、个别档案材料不齐全。

2.教研室材料格式不统一，简报缺少照片，材料归档不

够整齐。教研室工作未能按照计划及时开展，专题教研活动

较少；传帮带工作做得还不够扎实；教师听评课开展不深入。

3.课程教学资料填写不够完整、院（部）签名缺漏、部

分教师总结、教学反思过于简单，学生作业次数不足，教学

大纲中的细节需更改，课程小结反思简单雷同。特别是各院

（部）内部的教学资料格式模板不统一，规范性整体较差。

七、毕业材料专项检查情况

毕业材料专项检查主要针对毕业实习资料和毕业论

文情况进行检查，包含实习制度建设、实习（实训）计划、

指导记录、实习鉴定表等过程性资料，实习工作总结、实

习考核结果等总结性材料，并抽查毕业论文相关资料。截

至目前，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信息

工程学院、机电工程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能源化

工工程学院六个学院有 2023届毕业生 3087名，共抽查毕

业实习材料 105份，毕业论文 210份。

从检查情况来看，六个院（部）毕业实习鉴定表填写

完整、毕业论文存档较规范。但都存在实习制度建设缺失、

实习过程性材料和总结性材料不齐全，毕业论文中部分材

料缺少签字、盖章等问题。其中能源化工工程学院、经济

贸易与管理学院和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整体表现良好，主

要表现在根据院（部）实际情况制定了实习管理办法，有

整体实习方案，各专业明确实习计划，有毕业实习指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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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目前各院（部）均已在 2022年年底完成毕业论文（设

计）开题答辩，关于毕业论文（设计）题目选题共有 3105

个，现选题审核通过 3087人，各院（部）下一阶段应完

成毕业论文（设计）的中期检查和提交论文初稿，由于各

院（部）进度不同，最晚于 4月初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的中期检查和提交论文初稿。论文是一个系统工作，完成

过程是环环相扣，紧密联系，步步推进的，任务书中的进

度体现本院（部）该专业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计划。建

议各院（部）应对照学校要求，建立本院（部）的毕业设

计（论文）管理制度，从选题、开题、过程指导、答辩、

评审各个环节规范论文全过程，明确责任，并根据专业情

况，制定合理的工作计划和评分标准，定期开展中期检查，

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023届毕业生毕业材料检查情况汇总

序号 学院 平均分

1 能源化工工程学院 94.2

2 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 91.84

3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91.8

4 机电工程学院 89

5 信息工程学院 86.8

6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86.6

合 计 9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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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院（部）整改情况

根据《关于开展 2022-2023 学年第二学期期初教学检查

问题整改的通知》文件要求，多数院（部）以问题为导向，

对教务处反馈意问题做到立查立改，特别是重点教师的教学

材料质量大幅提升，整改效果明显。但是也存在以下问题：

（一）在期初教学检查自查报告中，经贸、能化、信息

未按照文件要求在自查报告中明确重点教师姓名、课程名

称、整改内容及整改结果；

（二）在教务处的再次抽查中，个别院（部）的教学资

料仍存在基础性明显性的问题，如机电工程学院的抽查教案

《MAILAB 与控制系统仿真》仍存在院部领导未签字，食品科

学与工程学院的《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食品质量管

理学》仍存在教案和教学计划上出现两名教师的情况，《文

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存在周数和周学时数严重错误，信

息工程学院《大数据基础》存在教案封面后打印，教案授课

班级填写错误的情况；

（三）各院（部）均未根据学院反馈及学校反馈情况，

对教学资料不符合要求的教师给出相应的处理意见，达到教

学事故的教师，也未按照《新疆理工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

理办法》进行处理。

（四）大部分院（部）对教研室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

教研室资料整改落实工作不到位，仍存在教研室工作计划不

切合实际，操作性不强，教研室活动计划和记录两张皮，复

制、粘贴的情况。在自查报告中对于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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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进行细致分析，较多院（部）存在忽视此项工作的情况。

如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公共基础部、能源化工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的期初教学检查自查报告中无此项工作的情况反馈。

九、检查结果

在各院（部）的积极配合下，教学保障措施不断加强，

各项教学工作正在稳步开展，整体教学秩序运行正常，经汇

总各方检查情况，结果如下：

十、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为充分发挥二级院（部）教学管理的主体作用，

学校的期初检查工作将从集中统一管理向校院两级教学

管理转变，侧重在期初检查工作中发现各院（部）的管理

问题，并进行细致的分析和准确定位，帮助各院（部）以

问题为导向，有针对性的查漏补缺，做好期初教学检查的

管理工作。

（二）期初教学检查工作将进一步重心下移，各二级

院（部）要充分发挥自身管理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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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教学管理，增强管理效能。同时加强对二级院（部）教

学检查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扭转教学检查中存在的“应付”

现象。

（三）教学检查将从关注教学资料的规范向关注教学

资料的质量进一步转变，同时将进一步规范实验实训教学

资料的管理，将教学检查各项工作进一步深化、细化、实

化，为本科合格评估的顺利推进夯实基础。

（四）各院（部）应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质量监控建

设，强化教学过程和目标管理，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要及时改进，找准痛点和难点，建立规范化、制度化、常

规化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提高质量监控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