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评 建 简 报
第十五期

评建办公室编 2022 年 5 月 31 日

学校积极推进一流本科课程建设

为加强一流本科课程建设，进一步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做好 2022年省级一

流本科课程申报工作，5月 17日至 20日，学校在行政楼 8楼理事会接待厅举办

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研讨会暨遴选参评省级一流本科课程评审会。副校长李桂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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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议，教务处处长张小菊主持。

为方便教师深入交流，本次会议分为线下课程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组，

线上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和社会实践课程组两个组别进行。参加申报 2022

年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的课程负责人及团队成员、获批校级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参

加。学校省级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蔡红娟、李林、余林、赵燕、凌平平组成评审

团现场评审。

张小菊在分析我校目前国家级、省级一流本科课程分布情况的基础上，详细

介绍了 2022年各类一流本科课程申报情况和前期组织情况。各申报课程负责人

结合申报书，从课程基本情况、教学团队、课程目标、课程建设及应用、课程特

色与创新、课程建设计划等方面汇报课程建设情况。评审团按照不同的课程类别

进行了评议，并提出指导意见。参会教师进行了互动交流。经过评审团综合评议，

初步遴选了推荐参评 2022年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的课程。

本次会议是在各教学单位开展课程建设研讨会并提交的拟申报省级一流本

科课程情况的基础上，举办的一次重要的课程建设会议，为申报省级一流本科课

程的教师团队进一步理清了思路，为学校扎实推进课程建设，加快课程改革创新

提供了有力支撑。

城市建设学院开展 “课程建设与一流本科课程申报”

经验交流分享会

4月 21日，城市建设学院以腾讯会议形式开展了“课程建设与一流本科课

程申报”经验交流分享会。该院院长冯仲仁、副院长莫文婷及各系主任与专业负

责人、课程负责人、教师代表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莫文婷主持。

会上，贺瑶瑶副教授介绍了《土木工程施工》（2021年获省级混合式一流

课程立项）建设情况，分析了课程建设的要素，并就一流课程申报书填写、说课

视频的录制和申报材料的准备进行了经验分享。

杨旗副教授分享了校级一流课程《区域环境质量创新创业实践》的建设经验，

该课程目前正在积极参评省级一流社会实践课程。杨旗副教授提出，社会实践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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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应更加强调教学的改革与创新，一方面要突出教学的理论性、技术性和前沿性，

做好课程改革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应与业界积极合作，使教育与实践真正接轨。

蒋华老师、李慎瑰老师分别就校级一流课程《混凝土结构及砌体结构设计》

《建筑给水排水工程》的建设情况作了汇报。

经验分享结束后，冯仲仁院长、莫文婷副院长与老师们就一流课程建设面临

的问题和困难进行了深入交流。冯仲仁强调，要进一步强化课程团队建设，对标

一流课程建设考核指标，为一流课程的申报做好充分准备。

外国语学院召开“一流课程”建设研讨会

为聚焦学科专业和课程建设发展，提升教学质量，助力学院一流课程建设，

4月 20日下午，外国语学院线上召开了“一流课程”建设研讨会，来自英语系

和大学英语教研室的九名教师针对一流课程、课程思政建设作了经验分享。会议

由该院副院长许敏主持。

会上，许敏副院长首先向与会教师介绍了学院“一流课程”建设的基本情况，

并结合学校相关文件精神提出了对课程建设的基本要求，鼓励老师们积极探索和

钻研课程建设的新思路。随后，肖琳、彭澎等九名教师分享了“一流课程”、课

程思政的建设经验。

肖琳老师重点讲解了“一流课程”的申报类型、区别以及注意事项，强调要

注意课程的竞争性、时代性和推广性，做到有的放矢、突出亮点。彭澎老师提出

要寻找课程建设优势，注意理论创新、模式创新和反拨作用。刘娟老师指出，申

报内容应精炼简洁，且需以丰富的教学实践材料、学生的学习成效及其反馈评价

等材料为依托。郑碧君老师分享了在传统课堂中如何革新教学方法的新思路。汪

萍芳、张琦、李双双等几位老师结合具体教学案例，呈现了如何将思政元素与知

识、能力目标一一对应，并强调课程思政要与时俱进，充分实现立德树人的教学

目标。九位教师均对如何做好优质课程建设提出了思考和建议。

许敏副院长指出，“一流课程”建设是学院发展的重要抓手，更能体现学院

乃至学校的综合教学水平，要不断提高课程建设水平，带动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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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提升。

通过本次教学研讨活动，全体教师进一步理解了“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内

涵，明确了一流课程建设的目标及更深层次要求。教师们重新审视对自我的定位，

纷纷表示将努力为推动“一流课程”建设添砖加瓦。

磨课促成长 教研共提升

4月 28日下午，城市建设学院工程管理系组织开展了近三年新进教师“磨

课研课”活动。活动由该系主任陈金洪主持，全系教师现场观摩。

磨课采用无生教学形式，黄晶、陈越、杜丁、张彤、卓雷棚、程维等六位老

师分别进行了精彩教学展示。黄晶老师在《市政工程造价》中，对回填方的计算

规则和有关规范进行了详细解读，并采用案例教学方式，调动学生积极性。陈越

老师主要介绍了《装饰装修工程造价》中安装工程费的两种计价模式，通过造价

工作在不同阶段的应用，培养学生价格管理意识和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

杜丁老师结合自身工程经验，讲解了《建筑施工技术》中的模板工程，并设置了

讨论、抢答等环节，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张彤老师在《建设工程法规》课上，通

过“买电脑-货比三家”引入工程招投标，并通过短视频警示学生要恪守职业道

德，教学环节层层紧扣。卓雷棚老师主要介绍了《工程经济学》中的价值工程，

结合实际一级造价工程案例，对功能分析进行了讲解，教学内容丰富，带动了学

生自主思考学习。程维老师在《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中运用大量短视频和图片资

料，向学生介绍了我国现行土地管理基本制度，课堂设置抢答、提问等环节，让

学生学习兴趣高涨。

教学展示后，教师们开展了教学研讨和专业知识交流。陈金洪主任指出，教

师在教学中要重视“以学生为本”，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学习动

力。他认为，本次教学展示中，新进教师们采用提问、抢答、翻转课堂等形式，

充分调动了课堂学习氛围，课堂教学效果良好。同时，也希望教师们在 PPT制

作上能更加简洁明了、图文并茂，进一步提高课堂管理能力。

陈华菊老师认为教师们的教学节奏把控有度，建议适当缩短课前回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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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新知识的链接更加自然，并结合案例对新知识点进行讲解。贺瑶瑶老师建议新

进教师们多走进课堂倾听学生建议，从自身下功夫，不断加强专业能力。

本次磨课研课活动，对教师们及时发现问题、研讨问题、解决问题，提升教

学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教务处举办教学观摩活动

5月 6日上午，由学校教务处组织的教学观摩活动在成学楼 107教室举办，

全校 9个教学单位的 80余名教师参加活动。副校长李桂兰现场观摩指导教学活

动，教务处副处长周自伦主持。

李桂兰在活动前指出，教学观摩活动是为了促进教学经验交流分享，推进教

学改革步伐，提高广大教师课堂教学水平。希望老师们认真观摩学习，并在日常

工作中善于总结教学经验，真正将提升教学质量做到实处。

随后，教师们一同聆听了蔡红娟老师讲授的《电压比较器》。蔡红娟老师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副教授，2018年获学校第七届校级青年教师教学

竞赛一等奖，2021年获湖北省第七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工科组三等奖。

本次授课是蔡红娟老师讲授的《模拟电子技术 A》中的一次常规课程，授课

对象为我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大二学生。课堂上，蔡红娟老师灵活运用多种教学

方法，让难学的“模电”变得生动有趣，学生听讲认真，互动积极。

观摩活动结束后，教务处处长张小菊表示：开展教学观摩活动是为了帮助教

师提高教学质量，真正将教学改革运用到课堂中。此次蔡红娟老师在课堂上运用

了融合案例导学法、实验探究法、主题讨论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形成了教师、学

生、环境“三位一体”交互式教学模式，引导学生深度参与学习，值得所有教师

借鉴学习。

城市建设学院郑莹老师表示：“教学观摩活动给我们提供了向优秀教师学习

的机会。蔡老师的课堂五要素齐全，课堂互动与思政元素突出，教学设计周全，

让我们受益良多。”

据悉，教务处将不定期举办教学观摩活动，以期促进教师经验交流，提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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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教学质量。

慎思笃行树学风 好学力行造良材

为加强学风建设，创建优良校风学风，本学期，学生工作部组织学工系统在

全校各楼栋开展了课堂现场巡查、学风推进活动。

活动前，学校召开了学风建设专项工作研讨会，校党委副书记邹星庐在会上

强调，学风建设必须长抓不懈，持之以恒，多措并举。学生工作部和各学院要结

合实际工作，通过新生入学教育、学风建设主题班会、学生座谈会、党员学习交

流会、新老生交流会、课前十分钟、抢占前三排、定期巡查课等形式，创建优良

校风学风。

本次课堂巡查主要针对学生到课情况、课堂纪律、文明礼仪及行为表现、遵

守防疫政策情况、辅导员深入课堂情况等五个方面展开。邹星庐带头深入课堂一

线，关心学生学习状态，听取学生对教学、校园生活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了解

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全体学工人员认真履行巡查职责，详细记载巡

查情况。

通过检查发现，学生整体学风良好，绝大多数班级无迟到、旷课情况，学生

上课认真听讲、记笔记，以饱满热情回应老师，以认真严谨态度对待学习，外国

语学院学生还自发提前到教室早读。针对个别课堂出现的学生迟到、旷课现象，

学生工作部根据记录在当天进行了汇总反馈，学院及时自查自纠。

据悉，本学期学风检查工作将作为加强学风建设的一项常态化举措，形成定

期查课-反馈-学院自查自纠-成效反馈的闭环工作机制，以查促学。此项工作不仅

有利于增强学生自律意识，提高学生课堂学习效率，也有利于规范课堂纪律，营

造严谨、勤学、上进的学习氛围，激励学生以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精神投入到

学习和生活中。

本期编辑 陈蕾 童丽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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