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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评信息简报
（2021 年 05 期）

主办单位：教学质量评估中心 2021 年 09 月 18 日

编者按：教学大纲是教学活动开展的依据，授课计划是课程教学的实施安排，保证

教学大纲与授课计划的匹配度、执行度是教学活动的基础性、根本性环节。为此，

2020-2021 学年 02 学期,校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委员会对 2020 版研究生教学大纲与

授课计划匹配度、执行度情况开展专项调研,通过查阅走访，召开师生座谈会，了解该项

工作现状，并进行总结分析，提出改进建议。

本 期 导 读

 关于 2020 版研究生教学大纲与授课计划匹配度、执行度等工作的专项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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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版研究生教学大纲与授课计划匹配度、执行度等

工作的专项调研报告

一．检查依据

《绍兴文理学院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绍学院发[2019]120 号）

《绍兴文理学院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绍学院发[2019]121 号）

《绍兴文理学院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办法》（绍学院发[2021]20 号）

教育部各教指委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意见

《关于制定 2020 年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的通知》

《绍兴文理学院研究生课程大纲模板-参考》

《授课计划—模板》

二．检查重点

1.培养方案与教学大纲的修订情况

2.教学大纲与授课计划、课程考试匹配度、执行度等；

3.实践类课程与实践环节执行情况；

4.学生学习现状及其满意度。

三．检查方式

1.走访查阅：听取学院汇报，检查培养方案、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授课计划，抽

查 5 份全套课程资料。重点关注：培养方案与教学大纲修订情况；教学大纲与授课计划

匹配度、执行度，期末考试执行度等。

2.师生座谈会：7场次，参加教师 49 人、学生 41 人。主要了解：实践类课程与实践

环节执行情况；学生学习现状及其满意度。

四．走访查阅情况

抽查 7个学术型硕士学位点和 16 个专业型硕士学位点共计 84 门课程【含学位课程、

非学位课程和必修环节课程】，检查统计数据汇总结果如附表 1、附表 2。

检查中发现各学位点逐步开始重视研究生培养工作，基本能保证教学质量，教学材

料相对完整规范。但教学大纲与授课计划的匹配度、执行度仍不够高，归档材料的管理

规范性等方面仍存在较多问题，主要如下：

1．教学大纲问题

部分大纲未采用学校要求的模板（7或 8部分）撰写，仍用校本科 2014 版、20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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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大纲模板，或以前有校所属学科组织要求的研究生教学大纲模板，甚至直接采用外

校研究生课程模板。

个别学位点教学大纲缺失。如《汉语语法教学》、《毕业论文》、《导师课程》、

《专业实践》、《教育实习》、《学术活动》、《课例分析》等。其中实践类课程大纲

缺失情况较为普遍。

2.授课计划问题

部分授课计划缺少审核环节；部分内容填写粗略，如个别授课计划低于 200 字；个

别成绩评定方式仅期末成绩一项，无过程性考核成绩的构成。

授课计划与教学大纲的匹配度不高。教学内容一致的课程数仅为 72 门，占 85.7%；

考核与成绩评定方式一致的课程数仅为 62 门，占 73.8%；学时分配一致课程数仅为 77

门，占 91.7%；教材一致的课程数仅为 69 门，占 83.3%；课程思政内容匹配的课程数仅

为 64 门，占 76.2%；个别课程名称不一致，如汉语国际教育学位点课程的教学大纲名称

是《国学经典外译》，但授课计划课程名称为《中华文化经典外译》。

授课计划所用模板有待完善。部分用校研究生处模板，部分用校本科模板，甚至外

校模板；授课计划模板缺少课程思政或育人元素、考核及其成绩评定方式（含总评成绩

的构成比例）、教学目标（细分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质目标）、学位点和学院审核

意见等栏目。

3.课程考核问题

记分册成绩构成记录与教学大纲一致的课程数为 42 门，仅占 50%。

试卷内容未覆盖教学大纲全部章目的课程数至少有 4 门。个别闭卷考试的课程其教

学大纲和授课计划均有 5章教学内容，但考卷中仅覆盖前面 2章。

批阅相对规范的课程数为 68 门，仅占 80.9%。存在试卷批阅粗糙、核分不仔细(如有

一门课程多算分数 11 分等)、评分标准简单、模板不统一等问题。

试卷（或课程论文等）归档材料不够完整规范。归档相对完整规范的课程数为 60 门，

仅占 71.4%。主要问题为：缺少空白试卷、评分标准（参考答案）、课程考试审批单、记

分册等材料；或缺少各类签名、成绩构成比例说明、过程成绩的记录等。

五．师生座谈会反映的问题

学生对教师教学态度比较满意。反映老师基本按进度上课，课前课后会布置学习任

务。但普遍存在不了解培养方案、授课计划，不清楚课程考核后存在的学习问题等情况，

反映有个别老师上课较随意。

教师对学生学习态度较为肯定，认为学生上进心强，上课认真，发言积极，自主学

习的能力也较强，但创新性不够。老师普遍反映应加强实践教学，主张落实相关配套的

政策，聘请业界精英作为实践指导教师。老师对跨专业招生的生源质量持较多意见，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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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理科、医科等需要扎实专业基础的研究生专业，建议对招生生源提出较为严格的限

制条件。研究生排课系统缺少操作手册，且未与本科生排课系统打通，排课困难，容易

冲突。老师建议研究生跨专业选修可以根据需要选修本科生课程，不然基础薄弱很难跟

上课程教学进度。

相关学院的个性化意见整理如下：

学院 教师意见 学生意见

医学

院

2019 级学生的奖学金评定标准

要尽快出台

因在医院上班，开会等情况希望能提前更多时间通知，便于

安排工作；

研二学生反映在医院规培期间跟导师接触机会少，在其他科

室时间偏长，如内科方向研究生，希望能调整轮转实习计划。

生命

科学

学院

留学生论文撰写态度不佳，录取

后未来校报到人员上网课影响

授课质量。

个别选修课如《科研项目申报》与上学期《论文写作与指导》

在内容上有重复，希望能调整设置；

不同教师布置作业量差异大，希望能相对平衡些；

实验室通风设备不足，室内气味重，影响健康；

废液瓶一直堆放在实验室，增加安全隐患，望及时处理。

化学

化工

学院

合理调整上课教室，建议配置一

些小教室；

建议适当增加公共课程，如高等

数学；

图书馆文献查阅权限少，尤其是

外文资料。

有研二学生反映至今未确定开题报告时间；

实验室场地大小不一，学生学习和实验均在一起，个别气味

重，影响健康；

按规定报废的仪器未曾处理，占据了实验室的空间。

兰亭

书法

艺术

学院

个别留学生即使通过了汉语水

平考试，交流仍有困难。

课程设置不合理，如《艺术创作方法论研究》为本科阶段已

学，《书法创作》与《书法传播》课区别不大，《专业考核

与展览》课在第 4学期开设太晚，希望提前至第 3 或 2 学期。

艺术

学院

专用教室缺乏，固定教室少，影

响创作；

艺术类专业多为一对一教学，教

学系数建议区别对待；

专业学位点评估需要研究生处

给予指导。

设备问题：设计专业无固定教室，希望能增加；另琴房少、

设施坏，电脑制作课教室差，录音棚破

课程设置：《艺术原理》较少涉及设计，不够合理；音乐教

育类专业课程零散，与专业关系不大；音乐专业研一未设置

声乐、钢琴、器乐等课程。

实践教学：高中、职高、文化馆等实践基地需要学生的机会

少，实践机会少；适当增加绍兴以外考察交流；演唱汇报会

的经费报销规定希望提前告知。

马克

思主

义学

院

公共课要增加实践环节，适当开

展教学观摩。

教学技能较欠缺，实践的机会较少；

实习时间较短，只有三个月时间，上课次数仅 7 次，适当缩

短理论课时间，增加教育三习；

希望能聘请中学老师进行教学技能培训；

教育硕士教师资格证免试认定，希望加以落实。

纺织

服装

学院

国际生主观学习意识不强；

建议可跨专业选课，允许研究生

选修本科生课程，做好学分认定

办法。

学生下企业做实验较吃力，校内导师无法实质性指导，校外

导师给的方向较陈旧；

个别指导老师指导机会少；

个别课程论文考试与教学内容关联性不大，建议改为闭卷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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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

信息

学院

课程难，学生学习积极性、兴趣

度不高，差异也较大。

数学专硕聘请中学一线教师讲课的形式很好，但上课内容与

考试内容不太一致，希望改进；

数学专业学生学习略困难。

土木

工程

学院

教材征订希望用系统操作替代

人工统计；

需要加强留学生管理，至今 12

个 19 级留学生未开题。

实习、实践机会缺少，尤其管理方向希望多去施工场地学习，

建议配备校外导师；

毕业条件要求发表论文，偏向实验，面向现场施工实践太少，

实践环节学时偏少。

人文

学院

比较文学专业方向只有 3 位老

师，需要加快引进教师；

核心课程要稳定。

研究生没有专门的自修室；

本科生的游学活动，研究生希望也能参加

商学

院

会计专业学生多，老师任务重，

教学任务很难落实；

外聘业界精英上课比较难。

个别课程前后 2学期授课老师不同，教学方法、教学进度不

同，希望能够改进。

六．思考与建议

1.加强对培养方案及教学大纲的合理性论证。一方面要加强对 2021 版培养方案的校

内外专家论证，建议增加校级层面的学位点负责人汇报、专家论证与审定等程。另一方

面要加强教学大纲学院层面的论证，避免由某一位老师制定完成，确保教学大纲的规范

性、可持续性等。

2.保证授课计划遵循教学大纲。授课计划应遵循课程教学大纲，根据学生的具体情

况可有适当微调，如要作较大调整，需经过相关必要审批程序，以保证调整内容的规范

性。

3．加强课程考核管理。建议对现有的记分册内核部分作一定调整，内核部分加入“平

时总评、期末考试占总评成绩比例”一栏（参考本科内核）、作业、实验、考勤等考核过

程元素设“专栏”进行记录，避免当前分数构成比例、过程考核的记实缺失等问题。建

议去掉“性别”“学期”等无关栏目。此外，对于非卷面课程考试，应要求提供评分标准。

以课程论文等作为考核方式的课程，需提供科学可行的评分标准，保证课程论文的评分

有据可依；同时，研究生教务管理人员在接收课程归档材料时能够检查每一篇课程论文

后面是否附有评语。

4.保证教学资料及其归档的规范性。授课计划模板中应纳入课程思政或育人元素、

考核及其成绩评定方式、教学目标、学位点和学院审核意见等栏目。同时为教师建立获

取相关信息及模板渠道【如建立网站、微信小程序或网址链接等方式获取这些学校标准

的各类教学模板】。另外，需进一步明确公共课程教学资料管理归属，建议参考本科公共

课管理方法。尤其需要进一步强化各学位点对公共课、实验、实践类课程考核材料归档

的要求。

5.加强管理，提升管理规范。检查发现无论是研究生教学管理人员，或者是任课老

师任何一方能适当增加责任意识，增加审查、反馈等环节，就可为极大提高研究生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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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范性。建议学校尽量稳定研究生教学管理工作队伍。另外，优化现有管理平台或建设

相关平台（小程序）提升管理效率和规范性。进一步调动、合理分配教学资源，提高工

作效率。

6.建议适当放宽招生自主权。要想办法争取优质生源，适当向兄弟院校（如温州大

学等）学习。

（校教学督导工作委员会研究生督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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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研究生教学大纲与授课计划匹配度、执行度检查情况汇总表

学院名称 学位点名称

检查

的课

程门

数

课程类

别

【1 的门

数/2 的

门数/3

的门数】

授课计

划有的

门数；

完整性、

统一性

的门数

授课计划与课程教学大纲

记分册成

绩构成记

录与教学

大纲一致

的门数

考试卷内容覆盖教

学大纲全部章目的

门数

考试卷批阅

合规（或课

程论文式考

试给分有依

据）的门数；

试卷归档材

料完整、规

范的门数

总体评价

A B C

授课计划

中课程思

政有的门

数，与大

纲是匹配

门数

考核与成

绩评定方

式一致门

数

授课计划指

定教材与主

要参考书有

的门数；与

大纲匹配门

数

与课

程目

标一

致门

数

课程

教学

内容

是一

致的

门数

学时

分配

一致

门数

实验

（实践）

环节教学

要求是一

致门数

外国语
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5 1/3/1 5,5 3,3 4 4,4 5 4 3 1 3 5 5,5 1 3 1

人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2 1/0/1 2,2 2,2 2 1,1 2 2 2 1 2 2 2,2 1 1 0

学科教学
（语文）

3 3/0/0 3,3 3,3 1 3,3 3 2 3 0 0 1+2 门课程论文 3,3 0 2 1

中国语言文学 5 4/1/0 4,4 5,3 3 3,3 3 3 3 0 1 课程论文 2,3 0 2 1

生命科学
学院

生物学 5 5/0/0 5,5 4,4 4 5,5 5 5 5 0 1 课程论文 5,4 1 4 0

医学院 临床医学 6 5/1/0 6,4 3,3 2 6,6 6 6 6 0 2 3+3 门课程论文 2,2 1 5 0

化学化工
学院

化学 5 4/1/0 5,5 5,5 4 5,5 5 5 5 0 4 5 5,5 1 4 0

兰亭书法
艺术学院

艺术
（书法）

5 4/1/0 5,5 5,5 3 5,5 5 5 5 0 3 5 5,5 1 4 0

艺术学院
艺术（美术、

音乐）
5 3/1/1 5,5 5,5 5 5,5 5 5 5 1 3 5 5,5 1 4 0

教师教育
学院

教育硕士 5 3/1/1 5,3 5,3 1 3,3 4 3 4 1 1 课程论文 5,1 0 3 2

商学院
工商管理 6 6/0/0 6,6 6,6 3 5,5 6 5 6 0 5 1+5 门课程论文 5,6 1 5 0

会计 5 4/1/0 5,5 5,5 5 2,2 5 3 5 0 1 2+门课程论文 4,4 1 3 1

土木工程
学院

土木水利 5 5/0/0 5,5 5,4 5 5,5 5 4 5 0 3 5 4,4 1 3 1

纺织服装
学院

纺织科学
与工程

5 4/1/0 5,5 1,1 5 4,4 5 4 4 0 4 5 5,4 1 4 0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学科教学
（思想政治）

4 3/0/1 4,2 4,4 3 4,4 4 4 4 2 2 3 3,1 1 1 2

数理信息
学院

学科教学
（数学）

3 1/0/2 3,0 2,2 3 2,2 3 3 3 0 0 课程论文 0,0 0 1 2

数学 5 1/4/0 5,0 4,4 4 5,4 4 4 4 0 3 2 3,2 1 3 1

物理学 5 2/2/1 5,5 4,2 5 4,4 5 5 5 1 4 5 4,3 1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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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研究生教学大纲与授课计划匹配度较高的课程（部分）

序号 所在学院 课程名称 讲课教师 课程类别

1 纺织服装学院 纺织物理 李曼丽 学位专业课程

2 艺术学院 版画 张昀曈 专业选修课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哲学专题 许大平 专业必修课

4 土木工程学院 有限单元法及软件 胡云进/包春燕 基础学位课

5 化学化工学院 特殊实验手段及应用 许映杰/冯高峰 专业选修课

6 生命科学学院 现代微生物学实验技术 陈国和/鲍林发/仲鑫 学位专业课

7 医学院 妇产科学进展
方敏/丁海钢/徐华林/史骁梁/华

凯等
专业选修课

8 商学院
运营管理专题 冯根尧 专业学位课程

管理会计与实务 吴大红/尹启华 专业必修课

9 数理信息学院 半导体物理学 姚博 学科基础课

10 兰亭书法艺术学院 书法（篆刻）专业创作 I 陈矩 专业必修课

11 人文学院与外国语学院
中华文化导论与传播 周仕宝 学位核心课程

课堂观察与实践 魏秀琪 训练课程

12 人文学院 唐前文学专题研究 崔怡 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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