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能源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

院教督字[2024]3 号

关于课程评估抽查情况的通报

各教学部门：

按照院质量监控中心的安排，为进一步推动课程改革，促进课程

建设，学院组织开展了课程评估工作。2024 年 1 月 15 日至 19 日，

院教学督导委员会在各系（部）自查的基础上，分为五个检查小组，

深入到各系（部）听取课程负责人陈述课程建设情况，查阅核实相关

支撑材料，每个系（部）随机选择 1—2 门主干课程进行了抽查。现将

抽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抽查工作概况

1、各系（部）都非常重视课程评估工作，对每门课程的评估资料

都进行了认真的收集和整理，按要求制作了 PPT。对被抽查的课程，课

程负责人进行了详实的汇报和答疑；

2、各抽查组都认真查阅了系（部）填写的“课程评估基本情况表”

和“课程评估等级自评表”，了解被抽查课程的具体情况；

3、查看了被评估课程的教学大纲、教材、教案、教学进程表（教

学周历）、学生学习情况记录册、试卷、任课教师情况和实验室建设

情况等课程资料。



4、各抽查组根据抽查结果，填写了“山西能源学院课程评估等级

评价表”，给出了评估结论，撰写了“课程评估报告”。

二、本次抽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教学团队力量普遍较弱，个别课程无教学团队，有些课程仅有

一人。结构不够合理，低级职称人员偏多，有些课程的负责人是助教；

2、个别课程教学大纲与人才培养方案不一致，教学大纲规定的授

课学时与讲课学时不符。部分课程的教学大纲无实验环节，有些课程

的教学大纲所列实验尚未开出。

3、对教材信息的填写大都不完整，有些课程没有首选规划教材；

4、课程特色普遍总结不到位，没有给出亮点，特色不鲜明，效果

不明显。课程特色应紧紧围绕课程教学来凝练，不能过于空泛，高水

平的教学成果，如教学论文、教学立项等普遍不足；

5、申报课程的案例库及网络教学资源自评等级普遍偏低，这方面

有待加强。有些课程的教案偏简略，缺少针对重点难点的解决方法，

未能体现教学过程设计，内容安排与大纲表述不一致；

6、部分课程教学创新不够，＂满堂灌＂现象严重，较多注重知识

传授，忽视学生能力培养。

7、课程网络资源普遍较弱，实践教学需进一步改进，教学方法和

手段需提髙，教师信息化素养需加强；

8、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度不强，没有明确作业内容，涉及

实验的课程没有实验内容及相关安排，有些大纲仅有撰写人无审核人；

9、有些课程的评估材料信息不完整，未按课程评估指标体系的六



个方面填写，无副标题或者副标题太多,个别老师的课程目标与定位都

未能描述清楚；

10、课程教学方法改革，有些老师填写“无”，建议结合课程特

点及实际情况填写，将这部分内容补上。

11、有些试卷客观题分值占比过高，超过了 50％。有些课程的试

卷阅卷不规范，只有总分，未能体现得分点，阅卷签名不完整，个别

试卷签字为印章，封面签名不规范（用红色笔签名），试卷归档内容

不充分，考查课答卷的归档缺少统一规定；

12、教学内容优化存在差距，与企业和社会需求脱节，部分内容

滞后于目前科技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方面更为突出。教

学评价方法单一，应改进考核方法，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三、搞好课程建设的几点建议

1、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目前我校青年教师占比较大，应把工

作重点放在青年教师的培养上，下大气力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科研

能力，建立校内培训、外出进修、职称晋升等多方面培养机制，为青

年教师成长提供条件。

2、重视教学团队建设。要积极探索本校教师、行业专家、企业骨

干组成课程团队的合作机制，加大培养双师型教师进度，建成一批结

构合理、校企合作、教学效果好的教学团队。

3、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应反映本领域科技最新知识，能

与社会需求对接，要促进教学与科研互动，及时把一些科研成果转化

为课程内容和项目实训，使各知识单元与课程目标有明确对应关系。



4、建好教学案例库。投入经费，建好教学案例库，扩充网上教学

资源，为学生创建更好的学习环境。

5、改进课堂教学模式。要根据我校学情，推进案例式、探究式、

项目式、讨论式等多种方式教学，优化 PPT 内容和教学设计，认真书

写教案，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和课外竞赛，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调动学

习积极性。

6、建立合理的教学评价机制。以课程目标达成评价为引领，设置

目的眀确的考核环节，科学评价学习成效，要推进考试方式多元化，

如开卷考试、现场测试、网络答题、调查报告、案例分析等，探索课

内课外融合的考试评价模式，帮助学生更好达到课程学习效果。

7、搞好教材建设。要鼓励老师编写符合教学要求、反映教学改革

成果、具有我校特色的高水平教材，重点建设一批有特色的基础课程

教材、核心课程教材、实习实验教材，及时将最好教材用于学生。

8、制定改进措施。适时召开教学例会，向各系（部）反馈本次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求各系（部）制定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教学督导委员会对被抽查课程的评估情况见附表。

山西能源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

2024 年 1 月 25 日



山西能源学院课程评估等级评价表

教学部门 专业名称 课程名称 课 程
负责人

评 估
指 标 得分 存在问题及建议

资源与环境工程系
工业废水

污染与控制
能源与环境
系统工程

李岩云

目标定位 10

师资队伍 11

课程资源 19.4

教学实施 20

教学效果 8

课程特色 3

评估总分 71.4

资源与环境工程系 环保设备工程 材料腐蚀与防护 贾海霞

目标定位 9

师资队伍 11

课程资源 14.6

教学实施 20

教学效果 16

课程特色 3

评估总分 73.6

机电工程系
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

材料力学 赵 丽

目标定位 10

师资队伍 12

课程资源 17.6

教学实施 19

教学效果 14

课程特色 3

评估总分 75.6

机电工程系 机械电子 液压与气压传动 郭晓娥

目标定位 10

师资队伍 12

课程资源 21

教学实施 20

教学效果 16

课程特色 4

评估总分 83

能源与动力工程系 能源与动力工程 锅炉原理 郭永红

目标定位 9

未提供近三年教
学评价结果。

师资队伍 10

课程资源 19

教学实施 19

教学效果 0+8

课程特色 3

评估总分 68

安全工程系 安全工程 建筑安全学 赵永芳

目标定位 10

1、课程没有实验；

2、案例较少；

3、未提供近三年教学

评价结果。

师资队伍 14

课程资源 19

教学实施 23

教学效果 0+4

课程特色 4

评估总分 74

学工部 职业生涯规划 王庭昀

目标定位 10 1、课程负责人为助教

职称

2、缺少网络资源

3、未设计教案

4、部分授课教师为行

政人员

师资队伍 9

课程资源 17

教学实施 18

教学效果 16

课程特色 3

评估总分 73

经济系 财务管理 高级财务会计 杜丽

目标定位 10

1、大纲中未体现作业

2、未设计教案

师资队伍 11

课程资源 16.2

教学实施 22

教学效果 18

课程特色 3

评估总分 80.5

附表



教学部门 专业名称 课程名称 课 程
负责人

评 估
指 标 得分 存在问题及建议

能化系 能化 化学电源 刘盼盼

目标定位 10

1、大纲中未体现作业

2、未设计教案

师资队伍 11

课程资源 19.2

教学实施 23

教学效果 16

课程特色 4

评估总分 83.2

地测系 测绘工程 摄影测量学 付红云

目标定位 7

师资队伍 10

课程资源 22

教学实施 22

教学效果 14

课程特色 2

评估总分 77

地测系 资源勘查工程 矿井地质学 武志高

目标定位 8

师资队伍 15

课程资源 24

教学实施 22

教学效果 12

课程特色 4

评估总分 85

电气工程系
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
自动控制原理 林异凤

目标定位 10

师资队伍 12

课程资源 23

教学实施 22

教学效果 16

课程特色 3

评估总分 86

强基学院 大学英语 郭 威

目标定位 10

师资队伍 14

课程资源 25

教学实施 21

教学效果 12

课程特色 3

评估总分 85

强基学院 线性代数 赵燕萍

目标定位 9

师资队伍 12

课程资源 18

教学实施 21

教学效果 14

课程特色 4

评估总分 78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系
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
图像信息处理 郭 琦

目标定位 9
1、无课程团队

2、未选用规划教材

3、网络资源不足

4、无评教结果

5、课程特色凝炼不好

师资队伍 10

课程资源 19.2

教学实施 19

教学效果 12

课程特色 3

评估总分 72.2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系 区块链工程 智能合约技术 史 明

目标定位 10

无评教结果

师资队伍 11

课程资源 22.4

教学实施 22

教学效果 12

课程特色 4

评估总分 81.4



教学部门 专业名称 课程名称 课 程
负责人

评 估
指 标 得分 存在问题及建议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系
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
能源大数据挖掘 袁若兰

目标定位 10 1、课程负责人为助教

职称

2、无课程团队

3、无评教结果

4、未选用规划教材

5、未写出课程特色

师资队伍 10

课程资源 20

教学实施 20

教学效果 12

课程特色 2

评估总分 74

矿业工程系
城市地下空间工

程
地下工程概预算 武立恒

目标定位 9
1、课程负责人为助教

职称

2、课程团队无高级职

称

3、无网络资源

师资队伍 9

课程资源 18.4

教学实施 21

教学效果 18

课程特色 3

评估总分 78.4

矿业工程系 油气储运工程 城市燃气输配 韩 波

目标定位 10

1、教学手段不足

2、无网络资源

师资队伍 11

课程资源 17.6

教学实施 21

教学效果 18

课程特色 4

评估总分 81.6

矿业工程系 采矿工程 岩体力学与工程 潘瑞凯

目标定位 10

1、周历与大纲不一致

2、无网络资源

师资队伍 12

课程资源 16.8

教学实施 21

教学效果 18

课程特色 4

评估总分 81.8

思政部 思想道德与法治 李捷

目标定位 10

师资队伍 13

课程资源 20

教学实施 25

教学效果 20

课程特色 4

评估总分 92

实验实训中心 金工实习 赵子豪

目标定位 9

1、课程负责人学历、

职称均偏低，正式教

师只有一人

2、周历与大纲不一致

师资队伍 9

课程资源 20.8

教学实施 19

教学效果 20

课程特色 4

评估总分 81.8


	2、案例较少；
	3、未提供近三年教学评价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