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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督导工作简报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务处                    2014 年第 2 期，2014 年 7 月 7 日 

  

为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保证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质量，5 月 15 日至 6 月 12 日教

务处组织督导员检查各学院（课部）2014届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情况。现将检查情况通

报如下： 

全校本科毕业论文答辩总体情况 

督导员以听取学生答辩全过程为主，另抽查导师及评阅人对论文的评语，共检查了

391 名学生。检查结果表明，全校各院（课部）均能较好地完成本科学生毕业论文答辩

的工作。各学院（课部）对论文答辩工作均能认真对待，制定了详细的答辩要求，评分

细则，答辩程序规则等，学生毕业论文的完成质量总体良好。 

各学院（课部）答辩工作的主要概况 

各学院（课部）答辩工作状况良好，主要表现在： 

1.各会场对答辩工作组织安排合理，答辩过程井然有序。 

2.都有较详尽的答辩规则和标准要求。 

3.多数会场能保证学生讲述论文 7-15分钟。多数学生准备充分，多媒体制作简洁，

重点较为突出。 

4.多数情况下学生与老师都有出色表现，学生答辩有力，老师提问切中要害。 

5.有些学生运用双语答辩，展示了良好的外语能力。 

6.多数答辩组老师严格把关，基本保证了论文质量。 

论文答辩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1.因导师没有研究课题，导致少数学生选题较空泛。 

2.部分老师对学生在毕业论文的研究和编写过程中交流与指导不够，部分学生对毕

业论文的撰写也不够认真与重视。表现在：少数导师对学生的论文内容不够熟悉；存在

部分导师代学生回答提问的现象；甚至部分学生对自己的答辩内容也比较生疏，对提问

无所适从；部分论文质量不高。 

3.各学院都有详细答辩程序要求，但具体到不同会场，有的执行严格，有的却不按

要求进行，比较随意。 

4.不少会场答辩秘书为年轻教员或研究生。他们不熟悉答辩秘书的职责和工作任务

要求。尤其是最后代表答辩委员会拟文的答辩评语行文不规范、不具体、不明确优缺点，

有的甚至简单潦草。 

5. 部分学生的论文格式包括评语表的版本不符合规范。部分学院的论文评语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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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档打印，缺少具体分数和评阅人签名，尤其是导师评语多数只讲好的方面，而对论

文存在的不足鲜有提出。 

6. 部分学生论文装订不规范，表达不准确，问题较多，显然导师没进行严格把关。 

督导员建议汇总 

1.建议教务处加强毕业设计期间的监督检查工作，这个监督检查不应走过场，而应

起到对各学院的所有指导老师的毕业设计教学工作的督促作用。 

2.建议导师进一步加强对论文的把关，对论文的选题、内容、格式等都要严格要求，

对不合格的论文实行一票否决，保证进入答辩会场论文的质量。 

3.对于答辩会场制定的规范和标准，所有参与人员要严格执行，不能只停留在纸面

上。 

4.建议明确答辩秘书的职责和工作任务要求，不能只是“书记员”。 

5.毕业论文答辩会是一个严肃场合，建议要求学生尽量着正装、站立演讲。 

 

 

大学本科课堂教学的板书与多媒体 

刘庆生 

按照学校本科教学督导工作安排，我已经完成了今年三位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的听课

任务，需要认真总结他们的教学特点，并与他们交换意见，以利于提高年轻教师的课堂

教学质量。在三位年轻老师中两位来自数理学院数学系，课程分别是高等数学 B 和 D，

另一位属于专业课程。听课对象分别为 2013 级新生（高等数学）与大三学生（空间数

据结构）。我已经与专业课程老师交换过意见，相关内容在博文：“杂谈大学本科教学督

导”做过介绍。在听完高等数学两位新老师讲课后，在没有与他们交流意见之前，我在

思考一个问题：一堂课堂教学的质量，除了取决于课堂内容组织与讲授风格外，如何处

理板书与多媒体（PPT）之间关系？PPT应该在课堂教学中扮演什么角色？因为，两位数

学老师正好属于两类典型：一位老师没有 PPT，完全用板书上课，另一位用 PPT 讲课，

板书很少。我认为，课堂教学中使用板书与 PPT 绝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手段和形式，应当

具有一定内涵。课堂教学中是否使用板书和多媒体也不会只是形式。因此，我想提出这

个话题与大家讨论。 

无容置疑，多媒体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属于现代教学手段之一，然而它不应该

属于课堂教学的本质。多媒体技术对于含有大量图形、视频和音频课程的课堂教学可以

帮助学生深入和形象理解课程内容。例如，某些曲线事前绘制在 PPT上，比课堂上即时

手绘的曲线会具有较好的视觉效果。但是，如果以 PPT作为主要课堂教学手段，其弊端

不言而喻。一是容易照本宣科，尤其对于年轻老师，他们对于与课程相关知识面有限，

缺乏课堂教学经验。所以，授课时所用的 PPT主要是将相关教材上的公式和图表拷贝过

来而已。他们只不过将照书本讲解变成按照 PPT 讲解而已，教学效果不会太好；另一方

面，依赖 PPT 上课的老师往往难以控制学生与教师之间内心互动。有的老师上课时一张

张 PPT翻过去，几乎没有展示精彩课堂教学的肢体语言。更有甚者，个别老师坐在计算

特别专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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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前，只露出半个脑袋（不是我这次听课的老师），对着话筒和计算机屏幕讲解，这样

的课堂教学变成了死板的学生“听课”，没有师生眼神及面部表情交流。这样的课堂教

学容易让学生产生疲劳和反感，也违反了大学课堂教学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但是我们该

究竟如何正确对待大学课堂教学中的板书与 PPT 之间关系呢？ 

前些天，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做博士后研究的年轻人与我视频交流了这个

问题。因为他下个月将要在新加坡一所大学开设“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他向 MIT

导师请教大学本科课堂教学的相关问题。他的导师正在协助新加坡这所大学设计大学本

科教学课程。导师非常认真负责地对他说：我将安排时间和你具体讨论这门课程的教学，

并且安排一次你给 MIT 大学本科生就这门课程进行“试讲”。他说 MIT 的教授们普遍重

视本科教学，每个课题组都有若干从一年级开始参与科学研究的大学本科学生。年轻人

所在的“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CSAIL”属于世界顶尖科学技术实验室。年轻人

所在课题组的两位教授都是世界领域内的知名教授。他非常钦佩 MIT知名教授重视大学

本科教学的理念，幸运有机会结识这样一批教学科研两不误的教授，也从他们身上学到

了一个教师如何正确履行教学和科学研究两种职责。 

导师与他认真交流过一次关于本科课堂教学经验。课题组另一位牛教授听了年轻人

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试讲。这位牛教授为 MIT教学委员会成员。因为他说经常

要听学校教授们课堂教学，因此对于大学课堂教学有自己独到见解。年轻人试讲的听课

对象是这个课题组 10 多名 MIT 电子工程系的本科生。听完年轻人试讲后，这位教授首

先指出他的板书比较凌乱。然后他谈到课堂教学认识中一个重要内容，告诉年轻人上课

不要依赖多媒体（PPT），最好不用 PPT，只用板书。他说这也是 MIT 一些教授们课堂教

学风格。他进一步阐明这种“课堂板书”理念：课堂教学的板书可以有效控制讲课节凑，

有利于学生吸收消化课堂知识，也便于学生记笔记。他还特别告诉年轻人，课堂教学的

板书需要在备课期间认真设计，（而不是简单地“信手拈来”）。板书内容除了条理层次

清晰，重点突出外，还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当一个版面的板书写满后，需要擦掉一部

分时，就要考虑内容的重要性和学生记笔记的情况，首先擦掉相对不很重要部分，这些

都要用心思考。设计每堂课的板书是备课的重要内容。牛教授说，在他每一次课堂教学

所需要的板书时，备课需要精细到大概需要多少个版面，每个版面的主要内容安排都要

大致设计好。我为 MIT教授对课堂教学的认真态度感动不已，这才是世界顶尖大学教授

的风采。 

大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如何处理采用板书与多媒体之间关系，我想可能是一个见仁见

智的问题。不同人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我自己基本认同 MIT教授的课堂教学风格，我

在职时课堂教学所用的“PPT”只是一个辅助作用，例如 PPT 中所要列出课程大纲，参

考文献目录及课程中一些复杂图件。我一贯主张 PPT只能作为课堂教学的辅助手段，一

定不能让这种辅助手段“喧宾夺主”。一堂精彩的课堂教学应该是将板书与讲解及肢体

语言有机融为一体。当然，据我所知，我们多数老师对于课堂上的板书安排还是属于比

较传统方式。在这一点上，MIT 教授那种认真设计课堂教学板书的理念与做法值得我们

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