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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个月质量保障工作具体工作

（一）教学质量检测

我院依据教学督导实际情况和院部工作安排，对我院四位督

导的听课主要职责进行了规划安排，同时学院将依据督导们的听

课对教师课堂教学进行打分考评。为了提升教学质量，加强课程

过程化管理，进一步规范课堂教学行为，落实教学常规检查，实

现教风学风的良性循环，促进教学质量稳步提升，根据工作安排，

学院决定，加强教学质量监测巡课工作。

艺术设计学院在教学质量监控上一直常态化进行，本学期初实行



组织安排了中层领导，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院督

导，辅导员，教学秘书，全部参与到巡课查课中，要求巡课查课全天

候，有课必查，有查必有记录，有记录必有通知整改。并要求全院所

有领导教师，每周至少完成 2次线上听课，院督导每周不少于 4次线

上听课，为监控线上课程教学质量提供有效保障。

4 月因疫情原因，全员线上教学，学生宿舍线上上课，连续十几

次的组织全员核酸检测，对于教学的监控增加了难度，学院领导在硕

士点建设环节还有许多工作要布置和执行，学工人员在学生的宿舍上

课情况也安排了检查，所以巡查人员进行了调整，继续保障和监督教

学的有序进行。

（二）线上教学情况

根据《江西服装学院听课制度》（江服校字〔2018〕122 号）和

《关于落实 2021-2022 学年第二学期各级各类听课的通知》（江服质

评〔2021〕1 号）的文件要求，为继续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教学

质量，经艺术设计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决定，本学期继续开展听课工作。

本月的教学均为线上教学，对于线上教学的巡查也增加了难度，

学院对巡查课分为两组进行，上午 1-2 节，下午 3-4 节主要进行基础



查课，主要检查教师到岗、学生到课情况，为更好地了解到师生的上

课状况，学院推出主要使用腾讯会议和腾讯课堂进行线上教学，督促

教学课堂师生打开视频，增加线上教学的直观感，也能让老师能更及

时地了解到学生的听课状况，尤其是在开展实践课堂教学过程中，开

启视频能较好地了解到学生练习的进展情况，随时进行指导交流，但

全员开启视频对网络的网速要求较高，容易形成卡顿现象，这也是比

较困扰的问题，希望学校能在网络这块有所改善和提升，为线上教学

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三）日常听课、巡课

艺术设计学院四位督导日常听课，对学院的日常教学状况及时督

导，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反馈。

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全体教师进行线上教学活动，听课工作主要

是进行每周听取四位老师线上课程的听课量。在听课的过程中，整体

情况良好，能够保证教学的有序进行，同学们进行线上作业时积极且

认真。虽然疫情还未过去，但学院教学整体组织有序，学生积极配合，

教师讲授、案例分析、作品欣赏、学生互动答题讨论、线上视频展示

实践练习等多形式结合，教风学风较为浓厚，教学运行平稳推进。

院级督导线上听课总结与分析：

因新冠疫情影响，艺术设计学院在 2021-2022 学年二学期的教学

周第 7-9 周 4 月 4 日—4 月 22 日实行全院课程线上授课。院级督导

按时有序地展开了线上听课工作，4 位院级督导共听课 14 节次。听

课总结如下：

1、被听课对象：张伟毅、王甜、汪强斌、姚莺、梁斯颖、朱欢、刘

子通、卢金、胡军、戴沂君、蔡仰风、唐勇、张敬婕、李国涛，周真

真、朱欢、苏佳蕊、董怡青、李璐颖、刘旻靖、崔琳、胡海、陈逸、

李君乾、梁斯颖、刘秀芳、吴嘉佳、蒋雪琴、俞一飞、刘子通，奕智

伟、黎泉、龙玲玲、卢金、张敬婕、刘舟、鲍明勇、熊思涵、刘旻觐、

苏佳蕊、李子君、陈曦龙、赵芷艺，专职教师 43人。



2、被听课课程：环境施工与预算、数字声音基础、庭院设计、平面

视觉艺术设计、人体工程学、数字媒体概论、装饰材料与构造、广告

策划、民间艺术、设计制图、书籍装帧设计、空间视觉设计项目、室

内空间设计、室内外设计效果图表现技法，环境施工与预算、数字媒



体概论、图案与装饰、游戏道具设计、版式设计基础、多媒体技术概

论、设计美学、设计色彩、版式设计基础、插画设计、人机工程学、

世界设计史、会展环境设计、建筑模型制作与工艺、手绘效果图表现

技法、装饰材料与构造，43个课堂。



3、被听课的基本情况：能够按时线上授课，提前做好腾讯课堂或腾

讯会议的调试工作，教学材料准备充分；对 45分钟的规划较为合理，

有按照教案，教学规划执行；教师教学态度端正，口吻良好，语言亲

和，适时提醒学生记录笔记；网上课堂可以把控教学的进行，教学目

标及任务明确，进度适宜，对课程内容娴熟，讲述内容重点突出，网

上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做到了听课认真，同时积极课堂实践。



4、听课的建议：课程若有更新会议号应及时反馈给学院教学秘书备

注更新；缺少互动的课堂，建议可适度增加师生互动；个别教师未听

见授课，也没有屏幕共享；因是线上授课，出现边讲边在页面上圈画

举例的情况，屏幕会略显凌乱，建议可适当注意页面圈画的视觉整洁

度效果；以实践操作练习为主的课堂，建议实践过程中进行连线学生

视频，了解学生绘图情况以便更好地进行指导；第一节课复习时间不

易过长，建议快速进入新内容。个别教师第一节课上课签到时间不宜

过长，建议提前 5 分钟签到；理论学时讲授时建议内容知识讲解多配

合图例进行美化设计和丰富，增加趣味性；理论课程可适当设置提问

抢答，增加与学生间的互动；线上授课氛围会较为平和，建议提升课

堂的活跃性与感染力。线上课堂建议多增加师生互动；实践学时建议

设定较完整的设计目标，结合实际设计案例作品设计进行练习；理论

课程可适当设置提问抢答，增加与学生间的互动。

（四）毕业设计质量监控

为了对艺术设计学院 2022 届毕业设计把好过程质量关，提高毕

业设计说明文质量，规范毕业设计说明文撰写要求，院督导组组织开

展了对毕业说明文一稿审核、开题报告材料检查、毕业说明文二稿审

查工作，做到过程监控，及时整改，使毕业设计（论文）质量上不犯

原则性错误，提升毕业设计的设计质量与设计说明文撰写质量，及时

把审核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反馈给了各教研室，及时通知到各毕业设计

指导老师和对应学生，及时修改，保障本次毕业设计答辩有序进行。



审核的过程中摘要整体良好，个别出现对于选题的制作方法未进

行陈述的现象，以及关键词不恰当。设计说明文核心部分整体陈述良

好，能进行图文并茂的陈述。个别出现设计总结不够凝练的现象。





4 月 23 日 8:30-17:30,环境设计、数字媒体艺术、视觉传达设计

专业均如期开展了毕业生的答辩环节，整体答辩现场情况有序进行。





（五）师生座谈会

为了解本月开展线上教学以来，教学老师遇到的困难？学生的学

生、生活等情况是否运行正常，有哪些问题是继续解决的问题，学院

出台了师生座谈会文件，组织各教研室部分代表性教师和 8号学生师

生，在座谈会上进行讨论和交流。



二、在工作中发现哪些急需整改或改进的问题

院督导根据各教研室开展的师生座谈会情况，进行了总结。在座

谈会上发现以下急需整改或改进的问题。

1、境设计专业关于学生座谈会所提出问题的整改方案

环境设计专业，关于《建筑模型制作与工艺》课程由于疫情原因所出现整改

方案如下：

教研室层面非常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任课教师蒋雪琴 、王张天昊两位老师

了解情况，两位老师也能够正视问题，在沟通过程中提出了解决方案。

《建筑模型制作与工艺》课程主要存在两个问题：1.材料购买问题。2.工具

操作安全隐患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经核实，部分地区确因疫情原因无法发货，

但学校目前还是能接受一些快递的，且多数学生已买到合适材料，已从两方面着

手解决：一是让学生多互相沟通了解并通过老师介绍的方式获取那些能发货的店

家信息，保证材料购买；二是此次模型制作主题为“设计再造”，鼓励同学利用

生活中常见的材料来进行再设计利用。关于第二个问题，本课程在线下教学时已

向学生展示了部分常见操作工具及讲解了操作要点，也在课堂上进行了操作练习

辅导，但由于模型制作工具多样、模型工作室工具有限等原因，无法全面覆盖模

型工具的实践练习。

因此，拟从以下两方面解决：1.课上讲解一些操作要点和安全注意事项，推

荐学生选择一些美工刀、勾刀等安全隐患比较小的工具来操作，操作难度大的选

择网上加工或者邀请老师线下一对一辅导的形式进行，从根本上降低风险；2.

加强线上课堂跟踪辅导，要求学生打开摄像头进行模型制作，并采取照片打卡等

方式来及时关注学生进展和问题，及时规避操作风险。3.线上教学过程环节要进

行录制，方便学生课余时间回放和学习。

最后，教研室也会继续重视学生们的教学反馈，多组织师生开展教学研讨

会和师生座谈会，及时了解教学信息与反馈，提高教师们的教学水平和学生们的

学习效果。



2、视觉传达座谈会整改反馈意见

学生反馈问题：部分同学以参加学校核酸检测为由，随意进出课堂、旷课，

影响班级其他同学正式上课秩序，希望学院、授课教师加强课堂管理。

整改方案：通过教研室会议与专业教学群讨论，讨论结果如下：

首先，学校组织核酸检测是为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健康安全，也是南昌市政府

的政策，每个公民有义务在疫情管控期间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其次，核酸检测有特定的时间段，老师们会加强对学生是否参加核酸检测进

行更加严谨的审核，确保学生在应检时间段完成核酸检测，完成后回归课堂进行

点名签到管理。

最后，经商议，除了更加严格的管理课堂纪律之外，也需要照顾好学生的情

绪，出现该问题不排除学生因疫情已经产生了负面情绪，可结合核酸检测的时间，

合理制定奖励性措施，核算检测后最快速回到课堂并出现在镜头前端坐的加分等

等。

3、数字媒体师生座谈会整改方案

学生反馈问题：部分教师布置课后作业较多，需花费大量时间完成课后作业，

影响正常休息与第二天上课精神状态，希望合理布置课后作业。

整改方案：通过教研室会议与专业教学群讨论，不同年级课程负责人讨论结果如

下：

2019 级本科、2021 专升本：该年级为产教融合项目授课，每位学生专业课

程由自己选择，且只有一门专业课，作业量按照周次进行布置，不存在作业量过

大问题；



2020 级本科：该年级本学期开设专业课程共计 5门，其中 3门软件课程（一

门线上线下），2门理论课程，已要求各位老师根据学生学习进度与学习情况将

作业进行适当调整；

2021 级本科：该年级本学期开设专业课程共计 6 门，均为通识课或专业基

础课，已要求授课教师将各科作业适当进行整合。

三、已经整改内容，待整改具体问题

1、严肃教学秩序，规范教学运行，遵守教学制度的相关问题整改。

2、因疫情防控期间，辅导员要管控学生，压力较大，经院领导商议

决定，将查课巡课表中的书记、学工辅导员临时调整，待恢复正常后

执行原安排。院教学督导配合学院对线上教学进行有效督导。



3、根据不同课程情况，适时选择恰当的线上教学平台开展教学， 在

网络不卡顿的情况下师生开启摄像头，课堂全程监控学生上课情况。

艺术设计学院 教学督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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