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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学相长 经验共享
——外语学院督导实践

外语学院督导组在督导实践中一贯坚持“导督并重、以

导为主、以人为本”。

在教学督导评价工作中，我们认为教学督导的根本目的

不是抓教师的问题，而是帮助、促进教师改进教学，提高教

学水平。因此，要以“导”为主，以人为本，服务教师专业

发展。“督”的任务主要是发现问题，找出不足，“导”的

任务主要是解决问题，导向正确，因此要做到坚持“导督并

重”。

第一，在督导工作中，要做到民主、公正。由于每位督

导的阅历、经验以及教学理念不尽相同，对同一位老师同一

堂课的评价可能存在差异。对于特别优秀的课堂，差异不明

显；但对于有很大提升空间的课堂来说，可能会存在较大争

议。督导组的工作要随时跟进每个督导委员的督导实际，及

时协调督导委员的教学评价工作，避免督导评价失之偏颇，



同时形成较为公正的评价。在遇到教学经验缺乏的新老师课

堂教学不太理想的时候，要及时沟通督导组其他督导，组织

督导组其他督导分别也去听课，或者督导组全体成员去听评

该老师的课。督导组经民主讨论后达成的一致意见，及时反

馈给该教师，并积极给予实践指导。同时将该教师的课堂教

学情况汇报给所在教研室，教研室现场听课后，若认为确实

存在问题的，再反馈给主管教学院长，采取有效措施形成集

体帮扶合力。

第二，要将督导工作与教师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到表

扬先进树榜样，激励后进促提升。外语学院督导组定期向教

研室主任反馈优秀教师名单及后进教师名单。通过公开课、

示范课等形式将优秀教师的教学案例发扬光大；对于后进的

教师，采取精准帮扶政策，激励他们积极改进教学方法，提

升教学能力。此外，我们还建立了被听课教师档案，对督导

组一致认定为优秀的教师，在有关评价上可以执行督导“免

检”制度；对督导组一致认为有很大提升空间的教师要持续

给予关注，帮助教师制定改进计划目标，落实指导措施，设

身处地帮助他们快步前进持续发展。从不合格到合格，再到

良好，直至优秀，充分激发教师的积极性，使教学水平和教

学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这里分享两个典型案例：

第一位是上学期承担《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课程的某



位教师，我们第一次听课主要发现的是教师的态度问题，该

教师备课不充分，对教学环节不熟悉，很多单词都读错了，

甚至自己提的问题都不知道答案，对学生说前一天晚上有准

备，但忘记了，让学生课后查答案。督导听课后跟该教师及

时沟通，给予积极指导，并跟督导组长反馈，督导组长听课

后即向教研室主任和主管教学副院长反映情况。学院高度重

视，教研室主任、督导和副院长对该教师进行集中听课并于

课后跟该教师面谈，严肃指出问题和改进方向。一个月后督

导再次去听课，发现该教师态度端正了许多，备课充分，单

词发音准确。本学期该教师承担《商务英语阅读Ⅱ》课程，

督导与教研室主任一起去听课，又发现了新的问题，该教师

课堂管理能力有待提高，学生课堂玩手机、讲笑话现象多，

师生互动少。课后督导即与教师沟通，提出课堂管理和课堂

组织的建议。督导的持续跟进和潜移默化指点，使教师的课

堂教学有了长足进步。

另一位是上学期承担《英语口语》课程的某位教师，我

们发现的问题主要有：上课声音不够响亮，后排学生听不清

楚，整堂课教师都没走下讲台，学生玩手机、讲小话的情况

不时发生。针对这种情况，听课督导课后与该教师充分交流，

建议走下讲台，设计师生互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

强学生课堂体验感，拓宽口语练习面。同时，督导将该教师

的上课情况反映给教研室，并建议今后在排课的时候，考虑





言文字和排版规范进行了部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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