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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个月质量保障工作具体工作

1.2021-2022 学年第二学期艺术设计学院期末试卷审查与整改

试卷是反映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为更好地提升考试命题

试卷的质量，2022 年 5 月 6 日到 5 月 8 日艺术设计学院鲍明勇、付

喜萍、周真真、闵绮四位督导在艺术设计学院何治国副院长的指导下

对艺术设计学院 2021-2022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命题工作进行了

深入仔细的审查与整改。

图 1 期末试卷检查通知

试卷审查工作涉及艺术设计学院的四个专业（环境设计专业、数

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各年级专科与本科期末考

试命题，其中环境设计专业试卷 35份、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试卷



24 份、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试卷 22份。试卷命题过程中教师态度总体

较为认真，命题与教学大纲、课程教学目的相吻合，考核的难易程度

适中，能较为全面地测试出学生对于所学知识地掌握程度。本次试卷

命题出错率较低，显示出艺术设计学院教学考试试卷命题工作质量得

到提升。

图 2 四位督导审查期末试卷

试卷检查的范围包括 A、B 卷及补考、重修卷，试卷答题纸、试

卷命题审查表、双项细目表等。试卷检查过程中出现错误率较高的主

要表现在专业名称不规范、考试年级书写不规范、分值分布欠妥当、

试卷页脚页码漏填错填等细小问题。考试试卷在督导们检查后及时返

回各专业、各教研室，下发给教师们进行调整与改正。通过试卷专项

审查，对考试命题工作质量起到了推动促进作用。

2.2021-2022 学年第二学期艺术设计学院教学质量监测与改进

进入五月，艺术设计学院为了提升教学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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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决定继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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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学院 6



位中层领导，5 位教研室主任（副主任），3 位办公室副主任，4 位

院督导，9位辅导员，5 位教学秘书，合计 32人全部投入巡课查课。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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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全院所有领导教师，每周不少于 2 次线上听课，有效保

障了线上上课教学质量。

图 3 教学质量监测巡课通知

图 4 教学质量监测巡课安排表

因受到疫情影响，大部分教学工作在线上进行，但是并不意味着

降低教学质量，线上教学更加强调教师的课堂组织与应变能力。如何

充分地调动课堂气氛，保证教学过程中师生的良性互动，落实教学目



标，提升教学水平，对每位教师都是一种考验。我院对于线上教学过

程中出现的教学问题的教师进行了单独谈话，给予了积极地指导与教

育，从而进一步保证教学质量的落实。

图 5 视觉传达专业线上课堂教学问题情况说明

图 6 视觉传达、数字媒体专业线上课堂教学问题监测及反馈

3.2021-2022 学年第二学期艺术设计学院 2022 届本科毕业设计

（论文）抽检与整改。

为了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保障毕业设计质量，落实教务处、质评监测

与评估中心《关于开展 2022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抽检工作的通



知》的文件精神；学院组织督导成员于 2022 年 5月 20 日—2022 年 5

月 23 日对 2022 届毕业设计进行了抽查工作。

图 7 2022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抽检工作的通知

督导组按照毕业设计评选出的优秀、良好、中等、及格四个等级，

根据各专业毕业生人数比例，分别抽检了环境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视觉传达设计三个专业各等级的毕业设计说明文和毕业设计附件材

料，名单如下：

图 8 艺术设计学院 2022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抽查清单



此次抽检主要根据毕业设计质量检测与评估指标，从选题意义、

逻辑构建、专业能力、学术规范四个方面观测点，分别对设计说明文

和附件材料进行了检查。

图 9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抽检评审表

持续整改方向：

选题意义方面——符合国家立德树人要求,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选题服务本地经济文化建设，应用价值较好。整体设计思路明

确，设计方法规范。与现实生活相关、教育密切相关。创新性有待提

升，具有一定理论价值或实际应用价值。

逻辑构建方面——语言表达的准确性，结构的严谨性，推理的严

密性、设计逻辑性方面还存在不足，整体与本专业领域的专业知识方

面结合的较好。附件中，国内外研究现状表述简单，设计内容表述为

设计的背景与理由，不够合理，设计方法表述不够规范。设计成果表

述太简单，缺乏对平面、立面、效果的详细分析。



专业能力方面——设计图纸应突出各专业基本规范与特色，达到

专业要求的基本工作量。设计对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特色与

创新点分析不清晰。论证分析不够严谨,所表达的观点不能准确体现

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中等以上等级的毕业设计达到了所在专业的培

养目标及毕业要求，及格等级的基本达到毕业要求，还需要加以改进

提升。

学术规范方面——标准制图不够规范、严谨，图片未统一尺寸规

格，设计总结与致谢内容未区分开，表述内容混淆。

中等、及格等级的存在一些不应该出现的明显错误。页眉、诚信

书中有“论文”字眼未删除或修改。部分附件材料的指导过程记录过

于简单或填写不合理，外文参考文献编写存在不规范问题。

今后改进方向：整个毕业设计时间合理分配；分阶段完成对应任

务、检验质量；两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合理分工；发挥专业特色，

扬长避短；规范制图要求与图文排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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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继续开展听课工作。



图 10 2021-2022 学年第二学期各级各类听课的通知

艺术设计学院在 2021-2022 学年第二学期按时有序地展开了听

课工作，该工作从 2022 年 2月 21 日至 5 月 27 日,历时 16 个教学周，

现已圆满结束。整个听课工作由艺术设计学院质量监测与评估小组统

一组织与开展，院领导、院督导员、全体教师参与其中，具体过程为：

前期，由学院发布听课要求，组织教师们听课，分别以院领导、院督

导员、五个教研室为单位各自进行手写纸质-听课记录本的收集（2

月 21 日至 3 月 18 日）、电子文档-线上听课情况记录表（3月 21 日

至 5月 27 日）、电子文档-听课情况表的汇总；中期，由院督导员核

算听课人员和听课节次；后期，分别以院领导、院督导员、全体教师

为单位整理听课情况汇总表，共收集艺术设计学院院领导听课情况汇

总表、院督导员听课情况汇总表、教师全员听课情况汇总表。

艺术设计学院领导、督导员、全体教师共同听课 764 节次：其中

院领导听课 48节次、院督导员听课 112 节次、全体教师听课 604 节

次；6 位院领导听课不少于 8节次，4 位院督导员听课不少于 16节，

5位教研室主任听课不少于 6节，64 位教师同行听课不少于 6 节次。



图 11 院领导听课情况汇总表

图 12 全体教师听课情况汇总表

图 13 院督导听课情况汇总表

前期教师能按时到岗，提前准备好自己的教学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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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态良好，端庄得体。到中期课程为线上教学，

主要采用腾讯课堂与腾讯会议形式，疫情当前，学院教学组织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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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 线上课堂截图

二、在工作中发现哪些急需整改或改进的问题

1.期末试卷审查反映的问题及建议

试卷检查过程中出现错误率较高的主要表现在专业名称不规范、

考试年级书写不规范、分值分布欠妥当、试卷页脚页码漏填错填等细

小问题。

2.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抽检反映的问题及建议

毕设附件材料中，国内外设计现状表述简单，设计内容表述为设

计的背景与理由，不够合理，设计方法表述不够规范；毕业设计（论

文）中的设计成果表述太简单，缺乏对平面、立面、效果的详细分析。

3.听课情况记录反映的问题及建议

线上为理论课堂的，互动交流适当增加活跃度；线上为理论与实

践结合课堂的，可以给学生更充分的时间讨论知识点，适当控制教学

节奏；线上为纯实践课堂的，应避免课堂松散，增强学生对实践项目



的专注力。

三、已经整改内容，待整改具体问题

1.试卷检查过程中出现错误率较高的具体问题，已经及时返回各

专业、各教研室，下发给教师们进行调整与改正。

2.面对接下来的 2023 届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可以从以下几

方面入手改善：毕业设计时间应合理分配；可以分阶段完成对应任务、

检验质量；可以两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合理分工，发挥专业特色，

扬长避短；规范制图要求与图文排版。

3.以后如在出现线上教学，线上课堂应注重师生互动，实践学时

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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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课学时应设置线上提问抢答。

艺术设计学院 教学督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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