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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公信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关于上海市建筑工程学校教学督导工作

的总体要求，在建工学校领导下，尤其是在教研（督导）室、教务科的支持下，

督导组依据学校提升办学质量的总体要求，按照本学期教学督导工作计划，通过

对教学计划安排与执行情况检查、随堂听课、评课指导、实训（实验）巡查、访

谈座谈等开展教学督导。现将教学督导工作小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学期自 9月中旬（第二周）起进入学校展开教学督导，共听课 105节（其

中教学公开课 7 节），被听课教师 96 人（含外聘教师），查看教师教学计划与教

案 70 余人次。听课后对每位教师课堂教学情况作出评价，当月反馈给学校督导

部门。协助督导部门完成对 114位在职教师教学业务能力（授课、教案、课件）

的考核。督导组成员与任课教师交流沟通 46 人次，校园巡查 18次，个别访谈师

生 32人次，与教学职能部门和教学部负责人交流沟通 5次。学生座谈会 1次（21

人），教师座谈会 1 次（16 人），参加教学评课、教研组活动 3 次，参加《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清单》综合实训指导手册样章研讨会、旁听试卷试题编制规范

解读及期中命题布置会和学校家长委员会会议各 1次。督导组工作会议 3次。 

 

二、特色与亮点 

1、育人环境进一步提升 

校园环境整洁，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到位。停车位重新规划，运动场地相对封

闭，校园安全进一步提升。升旗仪式庄严隆重，广播操动作整齐划一，学生文明

礼貌，学风良好。教职员工有强烈的教书育人、服务育人意识，关注学生的成长。

学生座谈会反映，教师责任心强，具有认真的教学态度、良好的专业水平和踏实

的敬业精神。 

2、社团活动搭建才艺展示舞台 

学校在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积极组织各种社团开展活动，受到广大学

生的喜爱。全校建有国旗队、舞狮社、古典舞社、健美操社、无人机社、模型社、

礼仪社、装饰画社等二、三十个学生社团。社团活动既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

也搭建起才艺展示的舞台，培养了学生爱集体、爱学校的观念，促进了团队精神

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种有效的育人方式。学生座谈会给予充分肯定。 

3、持续关注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 



学校教研目标为三个“1”，聚焦“三教”改革：打造 1个团队——教师，研

究 1门课——教材，上好 1堂课——教法，持续关注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 

本学期，高仁甫等 17 位教师分别开设教学研究课（公开课），邀请 20 位专

家进行指导。通过课前课程组集体打磨、教学设计反复修改，均呈现了较高水平，

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又通过课后反思交流、专家点评指导等活动，提升了教

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老师们感到很有收获。达到了“以赛促教、以赛促研，以

赛促改”的目的。 

为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学校倡导“多读书、读好书”。

教师节开展“分享阅读 共沐书香”读书活动，老师们利用课余时间开展阅读，

在图书馆写下自己的阅读感悟并张贴分享。 

学校多次邀请专家来校，开展教学设计及教学能力培训指导。各教学部认真

开展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用课程诊改带动教学质量提升。 

4、课堂教学认真、教案内容丰富 

督导人员本学期听课一百余节（涉及教师九十余人），大多数教师课堂教学

认真、教案内容丰富。刘思毅、潘瑞俊、黄菲、王萧、钱岩、张毅、屠建军、汤

燕芬等教师专业知识扎实，教学底蕴深厚，课程思政融入教学，课堂教学生动，

教学效果明显。张晴、丁超、王艳、朱雯轩、成霞、肖俊、王彩凤、王春丽、邓

宇明、徐文彦等一批年轻教师，课堂教学投入，关注学生能力培养，与学生有较

好的互动。郑佳怡、夏思维、高仁甫、朱梦阳、乐玉平、包茹、宋冉、宣碧菡、

吴宗倩等教师教案设计合理、撰写规范；课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制作精良。 

5、进一步规范试卷试题编制 

    为加强对命题和制卷工作的科学管理，完善和提升教师教学技能，学校制订

《上海市建筑工程学校考试试卷试题编制规范（2021 版）》，从试卷编制技术

规范、试题编制技术规范、试卷排版格式规范等方面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命

题工作有理可循、有据可依。教学部门期中、期末两次召开专题会议，解读试卷

试题编制规范，布置考试命题工作，对期中试卷进行了检查、反馈。总体情况有

很大的进步，试卷编制和考试质量得到提高。 

6、着力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学校以新时期人才培养的新要求，进一步明确课程思政建设是学校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推动思政课程

与课程思政协调发展，取得良好成效。《上海市建筑工程学校全面推进高职段课

程思政研究和课程思政课堂实践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从目标、任务举措和进展

安排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逐步实现“从思政课程”主渠道向“课程思政”立

体化育人的转化。新的《上海市建筑工程学校课堂教学评价表（适用课程思政进

课堂教学评价）》体现了课程思政进教案、课程思政融入教学的要求。 



本学期，进一步在中等职业教育推进课程思政进教案、进课堂。各教学部积

极建设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共有 17 门课程确定为思政示范课程，并邀请多次专

家进行指导。经管教学部召开课程思政专题研讨，工程造价（贯通）专业开展课

程思政“八进”示范课程建设项目，德育组组建思想政治课教学创新团队，完成

5堂优质课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高中）习题库

编写。2门课程思政示范课及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参加市级课程思政示范

项目评审。 

7、学生职业技能培养成效显著 

专业课程积极推行做中学、学中做。专业课程多是理实一体化课程，针对学

生理论学习能力薄弱、动手兴趣强的特点，在课程设计上采用理实一体化，有效

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教学效果。专业教学部门推行专业课程内容与国

家“1+X”证书考核有机结合，专业教学推行 1+X 书证融通比例高，使学生在课

堂教学中以行业职业资格标准以及国际标准为准绳，提高学生适应岗位能力的要

求。如环艺部的 1＋X建筑工程识图职业技能等级考试。 

各个专业教学部的老师们通过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的培养。取得

显著成效： 

上海市“星光计划”第九届（两年一次）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共有 10 个项

目 28 人获奖，其中，3 个团体第一名，6 人荣获一等奖，7 人荣获二等奖，15

人荣获三等奖。 

2021 年 9月，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砌筑项目学生组比赛获得优胜奖。 

2021 年 10月，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市级决赛，

获 5项金奖、2项银奖、11项铜奖，10项优胜奖。  

2021 年 11月，全国数字建筑创新应用大赛，获得特等奖和一等奖各 1项，

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两项。  

2021 年 12月，全国建筑类院校钢筋平法应用技能大赛，学校两支参赛队伍

均获得一等奖。 

12 月上旬，首届全国职业院校土建类专业学生“海星谷杯”建筑安全技能

竞赛，荣获二等奖和三等奖。 

2021 年 12月，获全国测绘地理信息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和自然资源部

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办的“南方测绘杯”首届全国测绘地理信息职业院校

大学生虚拟仿真测图大赛中职组团体一等奖。 

第 34届上海市中学生作文竞赛，获中职校组一、二等奖。 

上述成果，突显了学校建筑工程、工程造价、建筑装饰、护理等专业的优势，

展现了学校职业教育的特色。通过比赛，实现了“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

改”的教学目标，促进了建筑工程人才培养。学校被闵行区人力资源和保障局、



财政局和教育局授予闵行区职业技能竞赛选手培养基地荣誉称号。 

 

三、存在的问题 

1、少数课堂管理不够严格 

大多数教师有较强的课堂组织与调控能力，能够严格管理，课堂纪律和学生

学习状态较好。少数教师（主要是外聘无教学经验的年轻教师）对课堂管理不够

严格，学生迟到、讲话、睡觉等现象时有发生。教师对课堂手机集中管理要求不

一，手机集中管理没有执行到位，有的学生课堂玩弄手机。 

2、教案、课件与课堂教学需要进一步融合 

督导听课发现，少数教师课前准备不够充分，备课不够深入，有的教案是课

程组共用。教学中使用多媒体较为普遍，但有的课件设计不够合理，存在内容过

多、播放过快等问题。有的直接使用外校教学资源（视频、PPT）或教材配套课

件，缺乏重点和针对性，降低了教学的有效性。 

3、作业管理存在薄弱环节 

主要是批改不到位、不及时、不规范。少数作业为无效作业，如有的教师在

讲评作业时发现，有些习题与教学内容不匹配（包括配套练习册，有的习题没有

随教材改变而调整）。 

4、教研活动常态化有待加强 

教研活动是课程组的一项重要工作，参加教研活动也是教师工作职责的一部

分，多数课程组和教师对教研活动都能积极开展、认真对待。由于各种原因，有

的课程组开学初安排的教研活动没有得到落实，日常的教研活动需要进一步加

强，内容方面需要更好地围绕专业和教育、教学展开，在“研”字上下功夫。 

 

四、建议 

1、继续加强学风建设 

学校学风总体较好并在不断提升，但不同班级仍存在一定差距，有少数学生

染发、佩戴首饰，有迟到、睡觉等现象。建议进一步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文明素

养、行为规范、课堂纪律等方面教育，特别是抓好起始年级的学风建设。 

2、积极探索不同教学方式 

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班级有着一定的差异，有的班级仅有 20人左右；

有的班级某一学科一部分学生需参加学业水平考试，有些则不需要参加，对教师

的课堂教学带来很大困难。如何满足不同学习程度学生的学习需求，进行分类、

分层教学，不仅任课教师需要认真思考，教学管理部门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3、加强课程组的指导作用 

    教研活动常态化。通过教研活动，加强课程组在课程教学目标、教学计划、



教学资料以及教师的备课等方面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加强备课，深入研究教学

方法。引导教师处理好教教材与用教材教的关系，树立用教材教的观念，逐步改

变教教材现象。只有改变的教案，才有改变的课堂；只有改变的课堂，才有改变

的教师。 

18 级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考证前课时紧张，考证结束后离学期结束尚有 2

个多月时间，如何安排教学，需要课程组及教学管理部门进一步研究。 

4、注重教育方式方法 

一次，督导在巡视中遇见有教师在公开场合大声批评学生：“不要以为家里

有钱，„„”并引起围观。事情的起因和结果不得而知，但在公开场合以如此方

式批评学生不妥。教育应注重方式方法。 

5、规范作业布置与批改要求 

英语等部分学科有《周周练》等学校自编练习册，建议能有更多的学科（课

程）有学校自编练习册。作业布置前，教师应先试水做一遍。规范作业批改，每

次批改应有评价、日期等。 

6、教师座谈会，青年教师培养要求迫切 

近年来，由于学校的发展和老教师的退休，新入职教师不断增加，他们不仅

缺少教学经验，有的所授课程非本人专业（专长），缺乏教学底蕴，影响教学质

量（督导听课看到，个别老师依赖视频进行课堂教学）。即使是在教学常规、课

堂教学结构的安排等方面，都有许多需要学习、提高的地方。青年教师迫切希望

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培训，接受指导，教师座谈会上对此谈的较多。建议学校有

关部门完善青年教师培养计划，落实结对带教，提出具体要求；青年教师制订成

长计划，明确发展方向和具体措施。 

7、学生座谈会反映： 

希望延长图书馆开放时间，方便学生特别是住校生借阅图书。 

有的课程特别是理论性较强的课程 4节连上，学生感到乏味，学习效率降低。

课程安排有待细化。 

有的实训教室，学生坐在后面不容易看到老师讲课，希望能够安装投影设备。 

浴室水温不稳，水龙头有些不能正常使用，希望能够及时修理。 

快递处晚上取件看不清楚，易摔跤。希望安装照明。 

丰富食堂饭菜品种，加强卫生，做好保温。 

设立“校长信箱”，遇到问题便于反映。 

 

 

上海公信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 

2022年 1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