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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正文约 4316 字，阅读大约需 8分钟）

南宁学院 2019-2020-2 学期本科试卷

质量监测评价分析报告

为加强考试环节质量管理，将常规教学管理工作做细、做实、做规范，根据

本学期的工作部署，学校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11 月 15 日开展了对 2019-2020-2

学期本科课程试卷的质量监测评价工作，检查分为课程考试命题质量、试卷批阅

和试卷分析质量两个模块。具体检查结果如下：

一、基本情况

参与本次检查的成员为校级教学督导员、教学质量监测评估专家库成员，共

13人。检查组共查阅了10个学院，170份2019-2020-2学期的本科课程试卷材料。

具体检查材料包括：被抽查课程所对应的课程教学大纲、教学日志、课程考试试

卷（含命题计划，AB样卷，评分标准）、试卷分析表、学生成绩登记表。

本次检查中发现，大部分学院能按时送交各项检查材料，整体质量良好，试

卷评阅和成绩统计总体符合要求，绝大部分的考生成绩分析和教学整改措施的撰

写比较到位，学院的各项过程性管理工作较为规范。

二、课程考试命题质量评价结果分析

（一）各学院试卷检查情况分析统计

本次共得出170份本科课程试卷的有效检查数据。经测评，被抽检的课程考

试命题质量的总平均分为94.65分，评价为“优”。其中，机电与质量技术工程

学院、会计与审计学院、交通学院的课程考试命题质量的平均分排名在前三位。

被抽检试卷中，课程考试命题质量检查评分在90分及以上的共有150份（占

88.23%），80-89分段的共有18份（占10.59%），70-79分段的共有2份（占1.18%），

69分及以下分数段为0份。检查组对所抽检试卷的命题质量总体满意度为97.41%，

评价等级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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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各学院本科课程考试命题质量平均分统计表

序号 二级学院

各分数段数量统计

平均分69 分

及以下

70-79

分数段

80-89

分数段

90 分

及以上
合计

1 机电与质量技术工程学院 0 0 0 20 20 95.89

2 会计与审计学院 0 0 2 17 19 95.73

3 交通学院 0 0 0 14 14 95.64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0 0 1 9 10 95.47

5 高博软件学院 0 0 1 17 18 95.26

6 信息工程学院 0 0 1 23 24 95.22

7 管理学院 0 0 1 12 13 94.82

8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0 1 3 18 22 94.40

9 通识教育学院 0 1 3 9 13 92.39

10 艺术设计学院 0 0 6 11 17 91.66

全校 0 2 18 150 170

平均分：

94.65 分

满意度：

97.41%

（二）指标检查结果分析

本次检查根据《南宁学院本科教学质量常态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中课程考核环节质量评价要求进行，主要从考试命题进行评价，共涵盖6个一级

指标、9个二级指标。总分值为95分，最终得分由总分值折算为百分制得分（备

注：由于艺术学院抽查的课程为非试卷考核课程，其中一级指标“A、B试卷”中

的两项二级指标“A、B试卷内容构成比例一致，题型、题量及分值相同，试卷和

题目难度相当”、“A、B试卷内容重复率不超过学校规定标准”不作考核要求）。

各指标检查结果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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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课程考试命题质量各指标得分情况统计表

观测

指标
分值

平均

得分
失分率 评估诊断标准 分值

平均

得分
失分率

1.

知识

内容

30 28.05 6.5%

命题符合教学大纲要求，以大纲为依

据，反映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与基本要

求，内容正确；各单元（章）教学内

容的考查分值与教学大纲规定的学时

比例相当，知识覆盖宽。

15 14.02 6.53%

题目难度符合教学目标要求。 10 9.15 8.5%

题目内容的抽样代表性好，测试效度

高。
5 4.88 2.4%

2.

目标

层次

及

题型

要求

25 22.71 9.16%

题量适宜、分量适中，符合课程性质

特点及课程教学目标的层级要求，既

有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考题，又有测

试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的

考题，题目的实测能力与题型应与目

标层级一致，无异化或弱化现象发生：

1.采用闭卷考核的，题型多样灵活，

每份试卷不少于四种题型，且记忆、

理解、应用、分析与综合类题型分布

合理；知识运用与能力考查题分值不

少于 60%。2.采用开卷、口试形式考

核的，以理解、应用、分析与综合类

题型为主；开卷考试的试题答案不应

含有可从教材或其它允许携带的资料

上直接抄录的内容。3.采用实践操作

等方式考核的，以综合实践类题型为

主。

25 22.71 9.16%

3.

评分

标准

10 9.82 1.8%

有详细的评分标准和参考答案。参考

答案科学，客观题答案明确具体，主

观题答题评分要点明晰。评分标准正

确无误。

10 9.82 1.8%

4.

试卷

编制

10 9.78 2.2%

题型编排合理，答题说明清楚，有利

于学生作答；图表符号清晰，卷面格

式规范。

10 9.7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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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B

试卷

10 9.76 2.4%

A、B 试卷内容构成比例一致，题型、

题量及分值相同，试卷和题目难度相

当。

5 4.92 1.6%

A、B 试卷内容重复率不超过学校规定

标准（15%）。
5 4.84 3.2%

6.

领导

审签

10 9.91 0.9%

二级学院（部）领导、教研室主任/

专业负责人认真履行审签手续，无“走

过场”现象发生。

10 9.91 0.9%

合计 95 90.03 5.23% 95 90.03 5.23%

1.一级指标检查情况分析

一级指标主要考核的项目有6项：知识内容、目标层级及题型要求、评分标

准、试卷编制、A/B试卷、领导审签。据统计，一级指标中，失分情况较为突出

的项目有2项，分别为：（1）目标层次及题型要求：题量适宜、分量适中，符合

课程性质特点及课程教学目标的层级要求，既有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考题，又有

测试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的考题，题目的实测能力与题型应与目标层

级一致，无异化或弱化现象发生：1.采用闭卷考核的，题型多样灵活，每份试卷

不少于四种题型，且记忆、理解、应用、分析与综合类题型分布合理；知识运用

与能力考查题分值不少于60%。2.采用开卷、口试形式考核的，以理解、应用、

分析与综合类题型为主；开卷考试的试题答案不应含有可从教材或其它允许携带

的资料上直接抄录的内容。3.采用实践操作等方式考核的，以综合实践类题型为

主。（失分率为9.16%）；（2）知识内容（失分率为6.5%）。失分情况较少的项

目为领导审签，失分率为0.9%。

2.二级指标检查情况分析

二级指标共涵盖了9个检查项目。经测评，失分率排在第一位的项目与一级

指标相同：题量适宜、分量适中，符合课程性质特点及课程教学目标的层级要求，

既有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考题，又有测试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的考题，

题目的实测能力与题型应与目标层级一致，无异化或弱化现象发生（失分率为

9.16%）；失分率排在第二项目为：题目难度符合教学目标要求（失分率为8.5%）；

失分率排在第三项目为：命题符合教学大纲要求，以大纲为依据，反映本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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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内容正确；各单元（章）教学内容的考查分值与教学大纲

规定的学时比例相当，知识覆盖宽。（失分率为6.53%）。

三、课程试卷批阅和试卷分析质量评价结果分析

（一）各学院试卷检查情况分析统计

经测评，被抽检的课程试卷批阅和试卷分析质量评价的总平均分为91.46分，

评价为“优”。其中，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博软件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的课程试

卷批阅和试卷分析质量评价的平均分排名在前三位。

被抽检试卷中，检查评分在90分及以上的共有126份（占74.12%），80-89

分段的共有41份（占24.12%），70-79分段的共有3份（占1.76%），69分及以下

分数段为0份。检查组对所抽检试卷的总体满意度为94.47%，评价等级为“优”。

表1：各学院本科课程试卷质量平均分统计表

序号 学院

各分数段数量统计

平均分69分

及以下

70-79

分数段

80-89

分数段

90分

及以上
合计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 0 1 9 10 93.80

2 高博软件学院 0 0 3 15 18 92.89

3 信息工程学院 0 0 2 22 24 92.75

4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0 0 6 16 22 92.73

5 机电与质量技术工程学院 0 0 5 15 20 91.45

6 通识教育学院 0 1 3 9 13 91.14

7 管理学院 0 0 3 10 13 91.00

8 会计与审计学院 0 1 6 12 19 90.05

9 艺术设计学院 0 1 5 11 17 89.82

10 交通学院 0 0 7 7 14 89.00

全校 0 3 41 126 170

平均分：

91.46

分

满意度：

9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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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标检查结果分析

本项检查根据《南宁学院本科教学质量常态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要求进行，主要从阅卷评分、试卷分析、成绩统计进行评价，共涵盖6个一级指

标、9个二级指标（备注：由于艺术学院抽查的课程为非试卷考核课程，其中一

级指标“阅卷评分”中的两项二级指标“严格执行评分标准，判分准确明细，无

随意更改现象发生”、“评卷记分规范采用红笔记分，题型、题目和答题要点记

分所处位置得当，卷面整洁”不作考核要求。）。各指标检查结果见下表：

表2：课程试卷质量检查各指标得分情况统计表

观测

指标
分值

平均

得分
失分率 评估诊断标准 分值

平均

得分
失分率

1.

阅卷

评分

30 28.23 5.90%

严格执行评分标准，判分准确

明细，无随意更改现象发生。
10 9.64 3.60%

评卷记分规范采用红笔记分，

题型、题目和答题要点记分所

处位置得当，卷面整洁。

10 9.20 8.00%

题目分、题型分和试卷总分统

计合成准确无误。
10 9.39 6.10%

2.

成绩

统计

20 18.35 8.25%

总评成绩项目构成及其所占比

例适宜，符合教学大纲规定要。
10 9.70 3.00%

平时成绩构成合理，评分依据

可靠，原始记录完备，无送分

现象。

10 8.65 13.50%

3.

表格

内容

设计

5 4.94 1.20%

表格设计规范，栏目设置完备，

便于教师对学生答题情况进行

科学分析并作出正确评价。

5 4.94 1.20%

4.

学生

答题

分析

20 17.53 12.35%

能依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答题反

应，从教、学、考三个方面进

行科学分析(定量与定性相结

合）；存在问题表述明确，成

因剖析准确，考试评价依据正

确，教学效果诊断符合实际。

20 17.53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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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学

整改

措施

20 17.60 12.00%

提出具有针对性、操作性的改

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或教学

条件的整改性举措，利于有效

实施。

20 17.60 12.00%

6.

审签

手续

履行

5 4.95 1.00%

二级学院（部）领导、教研室

主任或专业负责审签认真，评

价客观全面，手续履行完整。

5 4.95 1.00%

合计 100 91.60 8.40% 100 91.60 8.40%

1.一级指标检查情况分析

一级指标主要考核的项目有6项：阅卷评分、成绩统计、表格内容设计、学

生答题分析、教学整改措施、审签手续履行。据统计，一级指标中，失分情况较

为突出的项目有3项，分别为：（1）学生答题分析：能依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答题

反应，从教、学、考三个方面进行科学分析(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存在问题表

述明确，成因剖析准确，考试评价依据正确，教学效果诊断符合实际（失分率为

12.35%）；（2）教学整改措施：提出具有针对性、操作性的改进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或教学条件的整改性举措，利于有效实施（失分率为12.00%）；（3）成

绩统计（失分率为8.25%）。失分情况较少的项目为审签手续履行，失分率为1.00%。

2.二级指标检查情况分析

二级指标共涵盖了9个检查项目。经测评，失分率排在第一位的项目项为：

平时成绩构成合理，评分依据可靠，原始记录完备，无送分现象（失分率为13.50%）；

失分率排在第二、三位的项目与一级指标相同，均为学生答题分析（失分率为

12.35%）、教学整改措施（失分率为12.00%）。

此外，失分相对较多的项目还包括：评卷记分规范采用红笔记分，题型、题

目和答题要点记分所处位置得当，卷面整洁（失分率8.00%）；题目分、题型分

和试卷总分统计合成准确无误（失分率6.10%）。

四、建议

（一）各学院和教研室要进一步增强对试卷命题的目标层次及题型要求、知

识内容的重视，规范试卷批阅中学生答题分析、整改措施、成绩统计工作，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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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师的指导与培训，提高教学质量意识，尤其要高度重视把好教学考试评价关

的意义和导向作用。

（二）二级学院是提高命题和评阅质量的责任主体，要重心前移，加强各个

教学环节和教学主体的责任意识，课程负责人、教研室和二级学院要加强监督、

检查、指导的功能。

（三）虽然各学院整体试卷命题和试卷批阅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低级错误和

硬伤大为减少，但少数课程还存在这方面问题，不能松懈和麻痹大意，要培养每

一位教师严谨的工作态度。

南宁学院质量评估办公室

2020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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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正文约 3150 字，阅读大约需 6分钟）

2020 年 11 月督导员课堂观测评价概况

一、基本情况

2020 年 11 月，学校教学督导员共听课程 223 门，合计 438 节次课时。（督导听课

记录附后）

二、督导听课反馈情况

（一）课堂教学评分数据分析

11 月课堂评分最高分 95 分，最低分 70 分，全校教师教学评分平均值为 86.64 分。

督导对教学的总体满意度为 84.48%，评价等级为“良好”。其中；69 分及以下课程共 0

门（占 0%），70-79 分段课程共 11 门（占 4.93%），80-89 分段课程共 146 门（占 65.47%），

90 分及以上课程共 65 门（占 29.15%）。具体见以下分析表：

表 2-1 各分数段课程门数及比例

总课

程数

优

（90分及以上）

良

（80-89 分段）

中

（70-79 分段）

及格

（60-69 分）

不及格

（低于 60 分）
全校

平均

值

总体

满意度课程

数
比例

课程

数
比例

课程

数
比例

课程

数
比例

课程

数
比例

223 65 29.15% 146 65.47% 11 4.93% 0 0 0 0 86.64 84.48%

其中一门课程问题较多，督导不做评分。

课堂教学评分为 90 分及以上，达到优秀等级的名单如下（共 62 人）：

马晓丽、赵江红、张辉、卢慧婷、黄玉珍、覃兆静、陆秀芬、陈建球、江春、黄莉、

卢品慕、岑铭君、邓林云、蓝才武、黄清华、卢聪、杨汉宁、韦梅坚、陈月玲、邱雪晨、

陈可、胡亭、王灵、蓝常高、容焱、吕智娟、陈亚南、梁春燕、赵磊、詹慧芳、李晓芬、

黄惠善、张雪娇、韦添成、梁国际、林文成、陈晓岚、肖鹏、危华明、汪小威、姚静仪、

唐帆斌、邱素贞、唐诗、倪增华、黄芳、吴英、付晶晶、叶兰、彭越、英姿、杨凯茵、

黄昭银、黄能朗、胡秀英、韦锋、黄有迪、覃振鹏、何宇、覃士珍、李刚、刘佳勋。

（二）课堂教学情况

1.本学期年青教师在二级学院领导和有经验教师的指导帮助下，经过教学督导员的



10

跟踪听课和现场指导，教学水平有明显提升，授课更自信，能够看出青年教师在备课方

面下了不少功夫。

2.绝大多数教师上课精神饱满，治学严谨，备课充分，教学目标明确，授课规范、

熟练，条理分明。采用案例教学方式授课较为普遍，同时能结合授课内容采用各种教学

方式调动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当中，增强了教学吸引力和实效性，并发挥了学生的主体

能动性。教学秩序井然，教风学风端正，教学质量得到基本保障。

（三）存在问题及建议

1.一些青年教师上课深度不够，授课学科语言不够纯熟，授课生硬，概念讲解欠严

谨，对课程整体构架没有做到了然于胸，授课欠自如。青年教师是我校教学中坚力量，

应高度重视对他们的培养。近年来学校开展的公开课活动、教学技能比赛等活动，是行

之有效的办法，并且取得良好的效果，应继续推进。同时，各二级学院也要对青年教师

多跟踪听课，进行全过程的指导，使他们在教学工作上更快成长。教师自身亦应加强备

课，深入理解教材内容，同时多向同行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学习。

2.青年教师授课过程中更关注教学环节的完整性，教学方法及手段的多样性，对最

基本的教学内容介绍存在讲解欠缺、甚至不了解不掌握的现象。过于关注简单的细节问

题，如简单的计算。在教学重点、难点的引导、分析和解答方面较欠缺，讲课深度、广

度不够，信息量较小。建议给足青年教师备课的时间，一开始就担任整门课程的教学任

务，甚至一年内担任 2-3 门课程教学任务，教学压力太大，难以胜任。另外强调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重视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运用的同时，建议不要忽略教学内容深度、广度及

信息量，重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

3.青年教师课堂规范性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仍有进步空间。如：教学材料的规范

性，少部分青年教师未能认知到准备好教学资料其实对课堂教学内容规划、进度规划起

到指导性作用。课堂教学设计感不明显，多数青年教师按照教材进行流程化讲解，未能

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进行教学内容的设计和课堂教学的组织。因此，容易形成“填

鸭式”课堂教学。在帮助青年教师提升方面，针对课堂规范性，一方面对青年教师加强

教学培训和指导，另一方面引导青年教师多去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课堂现场感受，现场

学习，同时多多交流。

4.教学经验丰富的年长教师课堂教学成熟，教学资料准备齐全，备课充分，能组织

和引导学生紧跟课堂节奏，但课程的应用性不够明显，建议年长教师紧跟应用型教学形

势，加强研究应用型教学特点，在教学上进行适当的改变。应用型课堂，是对于应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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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教学的另一个较高水平的要求，首先应培训和强化教师自身的应用型能力，当

教师自身明确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应用场景以后才能在课堂中进行有效输出。

5.建议教师要学习优化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法，提升课堂教学吸引力，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鼓励学生思考、讨论，促进师生互动，活跃课堂气氛。避免采用满堂灌式的

教学方法。课堂教学中应注意师生互动环节，通过适当的提问提高学生的注意力。

6.建议青年教师多媒体课件在备课过程中要学会不断完善相关教学资料，多收集、

整理素材，丰富课件内容，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7.在教学设计方面，建议针对计算推理较强的案例，教师可以尝试更多的使用 PPT

课件与板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8.建议加强大班教学及晚间课程的监督。督导发现，晚间课程教学效果普遍不够理

想。教师课堂组织较为松散，上课较为随意。学生不认真听课现象比较普遍，或开小差、

或做其他课程作业、或玩手机等。

9.一些教师对实习实训手册的批改不够重视，信息记录不全，如未记录实训时间、

地点等信息，建议教师重视对实习实验全过程原始记录的收集及保存。

10.大部分课程有课程思政元素，但不够明显，未能达到课程思政的目的。同时存

在课程思政融入较为僵硬的现象，课程思政元素应在适当地方加入，不是每节课都要有

思政内容，不可为了思政而思政，应灵活带入思政内容。

11.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进度表应当有对应关系。教学计划进度表与教案、教材应

该有对应关系。许多教师为课程负责人，教学进度表都是自签，建议进度表统一由教研

室主任签字，教研室主任进度表由副主任签字。

12.少数课程教学大纲本专科区别度不大，建议根据学生学习接受能力做进一步改

进。

13.极个别教师授课未能提前 5分钟或 5分钟以上进入教室，提前准备好多媒体教

学设备的使用，课件或相关教学软件未能及时调整到位，导致开课时间延迟，建议教师

提前 5-10 分钟到课堂做好相关教学准备。

14.极个别教师，因家中有事，未能在课前及时请假并告知学生，导致学生等候整

节课，建议教师严格按照教学管理规定实行相关审批手续才能请假，并提前告知学生。

15.一些教室投影幕布斜放或置于正中间。斜放的导致部分学生观看不方便，置于

正中间的会挡住大部分黑板，导致教师板书不便，建议紧靠墙边平放。

16.实验实训课中，教学设计和时间进度要着重放在学生综合案例动手实操上，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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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考虑学生的均衡化发展，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17.一些实验室设备存在不少小故障，影响学生正常操作。如南硅谷 C209 的 PLC 虚

拟现实实验箱设备，有多个设备端口不合规格，学生操作时插不进插头。建议实验室管

理人员及时检查、更新、维修实验设备。

18.南硅谷 A-301 电脑多媒体实验室中的方凳为木质的，有好多榫头松动，存在安

全隐患，建议及时维修或更换结实的凳子。

19.学校外聘教师当前存在两个极端现象，一些外聘教师在教学方面做得非常好，

一些外聘教师表现差强人意，如有聘请在读第 1年的研究生来上课，教学效果不理想，

建议严格规范外聘教师课堂教学规范。

20.关于教学督导建设与管理的建议。在与教师交流过程中得知，对于教师而言，

“不怕‘督’但期待‘导’”。部分教师直言，期待督导们在听完课后不要“一味”批

评或指出问题，更多时候教师期待自身教学优点得到肯定之余，督导对存在的问题能够

提出改进的建议或努力的方向。因此督导队伍，除了加强日常督导规范之外，也应学习

督导如何更有艺术性、更温和的帮助和指导青年教师成长。

更正说明

在 2020-2021-1第 3 期《教学质量简报》督导员课堂观测中有 3 位教师督导评价分

数因电子表格排版时出错出现分值错误，现在此进行更正说明。

序号 教师 课程名称
第 3 期简报

登记分数

更正后

分数
课程归属

1 谭春萍 食品添加剂 80 72 机质学院

2 黄巧荣 可编程控制技术 85 78 机质学院

3 黄孝平 计算机控制技术 78 90 机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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