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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2020 学年本科生

学业指导工作专项检查的通报

本科生学业指导工作是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保障优良学风考

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为进一步强化推进本科生学业指

导工作，学校根据相关文件通知组织完成了 2019-2020 学年本科生学

业指导工作专项检查，现将情况通报如下：

一、学生问卷调查情况

为更好了解与掌握学生对所在学院学业指导工作的认可满意度，

教务处于 2020年 10月 26日-11月 2日开展了本科生学业指导工作问

卷调查。本次参与问卷调查学生共计 4221 人，其中 2019 级 2098 人、

2018 级 1467 人、2017 级（含 2016 级建筑）656 人。环境、冶金、

建筑学院参与学生最多，分别为 539 人、519 人、366 人。调查结果

显示：

1.在学业指导工作内容方面，包括学习过程、学风考风、专业教

育、升学就业、双创科研、精准督导六类指导，其中学风考风和学习

过程指导占比相对较高，分别为 73.28%、72.57%。如图 1。



- 2 -

图 1：学生反馈学业指导工作内容分布图

2.在学业指导工作形式方面，学生反馈开展形式较为多样，包括

专题报告会、讲座，专业指导课，研讨交流会，知识竞赛等。其中前

两类形式占比相对较高，分别为 80.12%、55.72%。如图 2。

图 2：学生反馈学业指导工作形式分布图

3.在疫情期间精准帮扶方面，79.27%的学生表示上学期学院开展

过针对存在在线学习困难同学的精准帮扶活动，其中 42.83%的学生

实际参与了相关活动。各学院学生反馈疫情期间精准帮扶情况如图 3。

图 3：学生反馈疫情期间各学院精准帮扶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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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学业指导工作评价方面，54.06%学生认为学院学业指导工作

开展的很好，对自身学业发展有帮助。具体情况如图 4。

图 4：学生对学院学业指导工作的评价

二、集中汇报情况

2020 年 11 月 4 日，教务处组织召开了 2019-2020 学年本科生学

业指导工作专项检查集中汇报会。17 个学院以教学院长为主全部参

加了答辩汇报，各学院分别围绕本科生学业指导工作体系、工作档案、

指导情况，尤其是疫情期间学业指导情况，特色案例等方面进行详细

汇报，并对各学院推选的共计 29 名本科生学业指导优秀教师候选人

事迹做了简要介绍。

图 5：学业指导工作专项检查集中汇报会

三、检查结果

本次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学业指导组织管理情况、工作完成情况及

实施效果。通过学院现场汇报评分，结合学生选课退课情况和高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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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I1/I2、大学物理 1/2、大学英语 1/2/3/4 课程成绩全校排名数据，同

时参考支撑材料、学生学业指导问卷调查，共评选出 2019-2020 学年

本科生学业指导工作优秀学院 5 个，优秀教师 10 名：

优秀学院：建筑学院、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信息与控制工程学

院、公共管理学院、冶金工程学院；

优秀教师：建筑学院吴珊珊、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王丽、公共管

理学院李从容、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任耘、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赵敏

华、理学院庞永锋、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陈登峰、艺术学院张鸽

娟、化学与化工学院孟晓荣、冶金工程学院邹冲。

四、好的方面

1.组织架构清晰，教学学工双联动

设立学生学业指导办公室或工作小组，明确学业指导工作分工职

能。组织架构清晰，构建教学办、学工办等多部门协同的学业指导体

系，开展层次分明、目标明确的学业指导活动，针对学生专业学习及

不同的学业阶段和学生需求，设置相应的学业指导环节。如建筑、信

控、公管、冶金、机电、建科、资源学院等。

2.导师制落实执行有力

以校内外结合，全员育人的理念为指导，制定分层分类的导师制

度，并切实有效的落实在学业指导活动中。如环境学院“朋辈导师制”

实施方案、“校外导师”制实施办法，土木学院“五位一体” 的导

师体系等。此外，信控、公管、机电、建科、资源、化工、理学院等

均制定了本学院导师制实施方案，并已按方案落地执行。

3.指导方式多样化

立足本学院实际，结合学科和专业特色，通过多样化、个性化的

特色活动，创造性的开展切实有效的学业指导。如公管学院“TED”，

以采访、对话与提问相结合的方式来呈现，同学们可以畅所欲言，学

习分享优秀作风，汲取榜样的力量，提升自身价值；冶金学院“蜂窝”

学习交流平台，组织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传帮带，并充分发挥同

年级中成绩较好学生的领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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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精准“一对一”帮扶，助力学生毕业

重点关注学习困难、学业预警的学生，围绕“思想上引导、学习

上辅导、生活上指导、心理上疏导”这一工作思路，提供精准“一对

一”帮扶，促其完成学业。如信控学院帮助指导家庭困难且患有精神

疾病的学生完成学业并备战考研；对生活失去自理能力的学生，在生

活上学习上给予充分的关怀与帮助，使其重拾信心顺利毕业。

5.疫情期间指导帮扶

高度重视特殊时期的本科生学业指导工作，密切关注学生线上学

习状态，引导学生学会在线学习，积极运用网络、电话等方式，远程

指导学生学业。如资源学院围绕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和良好学习习惯养

成，实施“云端促学”工程，让学生在疫情防控期间形成并保持良好

的学习状态。

落实落细来自疫情高风险地区、边远地区学生的学业指导，及时

了解其学业现状，逐一统计不具备上课条件的学生情况，为学生提供

物质上、精神上的必要帮扶，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参加课程的学习。如

土木学院和高年级学长“结对子”答疑、同学帮录难点课程视频、给

困难学生经费补助、寄送课程教材、打包寄送学生存放在宿舍的电脑。

同时学院针对疫情防控期间毕业生的就业和升学提供有效的指

导与帮扶，为其高质量就业创造条件。

五、不足之处及改进建议

1.指导方案体系不完善

部分学院对学业指导工作未能全面系统化管理，指导方案体系不

完善，整体布局不足、思路不明晰、分工不明确。学业指导工作是新

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的新机制，希望相关学院尽快建立

系统的管理体系，将学业指导工作常态化、规范化。

2.评价与激励机制薄弱

目前仅个别学院已明确导师考核细则，其他大部分学院在这方面

措施仍相对薄弱，无法充分调动教师相关工作积极性。建议学院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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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评估主体，坚持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过程评价与效果评价相

结合的原则，构建全面化、多样化的考核评价机制及相应的激励措施，

让更多的教师更积极深入地参与本科生学业指导工作。

3.缺乏对学生不及格公共基础课的持续跟进指导

我校目前公共基础课全部采取挂牌授课，教学班由不同专业学生

组成。部分学生无法快速适应自我规划的学习模式，往往出现不及格

情况。学生升至高年级后，由于专业课程繁重或学习态度不积极、学

习方法不恰当，原低年级不及格的公共基础课补考重修通过较为困

难，甚至有部分学生会因此出现考试违纪行为，影响按期毕业和获得

学位。因此，迫切希望各学院能大力加强学业指导，尤其是要全面强

化细化精准督导和分类指导，从低年级抓起，给每个大学生加强学习

规划、学风教育、专业导航等方面的指导，并同时对存在不及格公共

基础课的高年级学生进行重点指导，确保一个不落下。

六、结语

学校将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工作体系，结合学校本科教学管理系

统全新上线，全面推进本科生学业指导工作。同时将深化完善本科生

学业指导工作的过程精细化管理和检查评估，切实保障学业指导工作

扎实稳步开展，全面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高。

附：2019-2020 学年本科生学业指导工作优秀教师获奖感言

主题词：学业指导 专项检查 导师制 精准督导 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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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学年本科生学业指导工作优秀教师获奖感言

本科生学业指导工作的长效稳健开展离不开各位学业导师们多

年来对学生热心积极、认真负责的沟通与指导。老师们扬学识与阅历

之长，不忘初心，默默奉献，是学生成长成才的领路人！现将2019-2020

学年本科生学业指导工作优秀教师获奖感言编集如下，衷心感谢各位

老师的辛勤付出！

吴珊珊：建筑系四年级教研室，讲师。作
为青年教师，通过教学论文、教材编写、讲课比
赛等形式总结反思教学工作，指导学生参与各类
竞赛，关注学科前沿问题，是提升个人专业素质
的有效方式。耐心解答学生困惑，采用线上线下
多种形式保持互动，及时反馈、教学相长同样重
要。此外，从心理帮助、实习建议、就业建议等
方面关注学生的生活需求，也是辅助学业指导的
重要内容。

王丽：环境科学教研室，讲师。作为学业
导师，与学生的沟通与交流中，在耐心解决学生
各种问题的同时，更加深了我对学生生活及学习
的了解，促进了个人相关教学工作的开展，也让
我体会到学生的年青与活力，保持一个年青的
心；作为优秀学业导师，我深知自己的不足，在
以后的工作中，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为学生的
成长指引方向，确保在学生的每一个阶段给出及
时且合理的引导，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与学生共
同成长。

李从容：公共行政系，教授。培养国之栋
才，当是教师的初心。作为学业指导教师，根据
学生不同情况，帮助其制定个性化学业规划；围
绕考研或就业目标，指导学生制定科学的研修计
划；关心学习和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鼓励其积
极完成学业。在学业指导过程中，与同学们建立
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见证他们学业上的进步，
分享他们成功的喜悦，与他们共同面对失败的挫
折。为了教师的这份初心，我愿努力终身！衷心
祝愿同学们奋斗青春，不负韶华！



任耘:高温材料教研室，副教授。“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使学生对教师尊敬的惟一
源泉在于教师的德才”……从小到大，这些名言
诗句一直影响着我。教书育人，以生为本，凭良
心做事是我一直遵循的原则。曾经的付出，能够
得到认可，十分欣慰。

赵敏华:自动化教研室，副教授。在求学之
路上，自己曾遇到过很多好老师，恩师们的教导
对我的人生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所以从选
择教师作为自己终生职业的那一刻起，就以成为
一个好老师作为追求的目标。我们的学生都有自
己独特的成长路线，这也造就了不同的性格特
征，在学业上、生活上有着各自的困惑。作为老
师，我们不仅要肩负传道、授业、解惑之责，也
应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成为对学生“有温度”
的良师益友。

庞永锋:数学教研室，教授。成绩是对过去
的肯定，未来仍需继续努力。为人师表，应以传
道授业解惑为己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一
如既往，爱岗敬业，正言实行，刻苦专研，献身
教学，为学生树立正面人生导向，传授丰富专业
知识，帮助学生增强学习兴趣，提高学习能力，
尽力使学生成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
学有所成的合格毕业生。行百步者半九十。我将
以这个荣誉为新的起点，努力践行好“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的职业准则，为自己的执教生涯增添
更加丰富的色彩，为培养更多优秀学子奉献个人
力量。

陈登峰:建筑电气与智能化教研室，副教授。
学生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期望塑造他们至完美无
暇；学生是蕴藏的璞玉，我们要细心发掘潜力琢
磨成器；学生成长难免迷惘，我们要燃起明亮心
灯助其前行；学生的思想是画卷，我们要用中华
民族核心价值观去彩绘。学业导师，光荣而任重，
学习、生活、考研、创新、竞赛、就业，学生需
要处即我关心处；与学生同行，年轻奋进常伴；
与学生同思，思维火花迸发；见学生进步，树人
初心更坚。



张鸽娟：环境艺术教研室，副教授。“年
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莘莘学子
们青春的面孔不断更新变换，而老师则一直驻守
在美丽的校园，陪学生们度过最美好的青春时
段，为一个个即将振翅翱翔的雏鹰准备最好的武
装。教室课堂上的知识交流、田野调察中的协力
合作、创新训练中的思维碰撞，最终让我们一起
收获了可喜的成绩。作为指导老师，在使学生能
力提升的同时，自身也获取了更多的经验。希望
这种成长和进步能够一直伴随着校园里的我们，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孟晓荣：化学教研室，教授。大学本科是
人生一个重要的阶段，四年的岁月有可能成为我
们人生的分水岭。我愿意成为驻扎在一颗颗年轻
心房中的莹莹烛火，在幽暗时为他们点燃温暖。
我更愿意能穷尽所学，有机会为无数个跃动的灵
魂，谱写出一串美丽的音符，助他们演奏出人生
华美的乐章。

邹冲：钢铁冶金教研室，副教授。本科学
业指导要做的的工作很多，需要引导学生发掘大
学的真正价值,端正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提高自我管理和自
我约束的学习能力,帮助学生了解专业特色,带
领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科技活动，学会从容应对
未来生活的压力与挑战。希望今后能在以上方面
回归初心，爱心永驻，身为世范，尽心尽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