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课制度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实施生效。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第一次修订案
实施生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５日第二次修订案实施生效。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０日第三次修订案实施生效。）

教育教学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命线，课堂教学是教学活动的中心
环节。为使学校各级领导干部、全体教师深入教学第一线，全面了解
和准确掌握教学工作的实际情况，及时发现并认真解决教学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根据学校《教学管理规定》、《教学督导工作条例》等有
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一、参加听课人员范围
校领导、人才培养质量监控办公室、校系两级督导员、教务处

（正副）处长、学生处（正副）处长、各系（部）主任（含主管学生
工作副主任）、教研室主任及全校专、兼职教师。

二、听课的主要内容
１． 了解授课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

教学水平及教学质量等方面情况进行评价指导。
２． 了解学生的课堂出勤、学习状态、学风等情况，并提出改进

意见及建议。
３． 听取教师及学生对教师、教学、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后勤

服务、督导等工作的意见和要求。
三、听课时数规定
（一）根据有关规定，每人每学期至少要达到以下听课节数：
１． 校长：６节，主管教学副校长：１０节，实训至少２节，其他

校领导：４节。
２． 人才培养质量监控办公室主任、教务处处长（正副）、学生处

处长（正副）：１０节。
３． 各系（部）主任：１２ （实训至少２节），教研室主任：１０节

（实训至少２节）。
４． 学校教学督导工作领导小组成员：１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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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系（部）督导员：１２节（实训至少２次）。
６． 专职教师：进校授课具有五年（含五年）以上年资的教师每

学期听６节，四年（含四年）年资的教师每学期听８节，三年（含三
年）年资的教师每学期听１０节，二年（含二年）年资的教师每学期
听１２节，当年进校的新教师每学期听课不少于４０节。
７． 外调人员：原系非教师职称调入我校担任教学工作的人员，

参照第六条进行听课。
（二）有关说明
１． 实践实训是指：实验（实训）课、见习课、现场教学等。
２． 凡对实践教学有次数要求的只适用于有实践教学的系（部）
３． 一人兼有多重身份的，听课数量以最高节数计。
４． 系（部）督导员的听课工作由各系（部）负责安排。
四、听课要求
１． 进校１ －３年的新教师由系部和教研室安排，３年以上教师的

听课时间和课程可自行选定。
２． 听课人员应提前３分钟进入课室，授课教师不得以任何方式

阻止听课人员的正常听课。系（部）主任和教研室主任听课以本系
部、教研室的教师为主，也可选其他系部教师的课（含公开课），以
相互交流借鉴。
３． 听课人做好填好《听课记录表》交系部，作为教师课堂教学

同行评价工作的依据。
校领导、人才培养质量监控办、教务处、学生处的听课评价结果

均交人才培养质量监控办整理归档，各系（部）和教研室统一由系
（部）整理归档。
４． 校级公开课由教务处、人才培养质量监控办负责组织，每学

年不少于一次。各系（部）在做好听课的同时，应开展好系（部）
级、教研室级公开课活动。各系（部）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系（部）
级公开课，由系（部）主任（或系部督导组组长）负责组织实施；
每个教研室至少组织一次教研室级公开课（不得与系部重复），由教
研室主任负责组织实施。
５． 各级公开课由主办单位负责组织相应范围内的教师参加，必

要时可以考勤。
五、听课后评价与交流反馈
１． 一般教师听课后可以自行安排时间或通过教研室教研活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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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听课教师交流，其他各级领导听课后，可利用课间或课下即时反
馈。校督导组、系（部）督导小组、公开课听课后原则上应集体讨
论，并认真填写相关听课表，并与被听课人反馈，有关材料分别归口
存档。听课人员对听课中发现的其它问题要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加以
处理解决。
２． 对被听课教师的要求：被听课的教师，要主动征求听课人员

意见，虚心接受听课人员的评议和指导。
六、听课工作的管理
１． 系（部）督导组及各教研室应定期对教师听课情况进行督促

检查，以教研室为单位对听课情况进行汇总，并由系（部）负责填写
《×系（部）听课情况汇总表》（一式二份），本系（部）存档一份，
报校督导室一份，并记入教师业务档案，作为教师年度考核、评优、
职称评定、晋升挂钩。
２． 校督导室将对系（部）、教研室及教师听课情况进行抽查，没

完成规定听课的时数及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将全校通报批评。
七、附则
本制度由人才培养质量监控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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