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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3月 1日下午，学校 2023年度教学督导工作会议在明知楼 206

会议室召开，副校长李祖欣，教务处相关领导、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全

体成员出席会议。会议由教务处副处长沈阳主持。

 

第一阶段，教务处处长阎登科在致辞中首先表达了对督导教师在

过去的一年中维护教学秩序平稳的辛苦工作表示肯定和诚挚的感谢。

他结合学校教师队伍不断壮大的办学实际对教学督导提出了更新、更

高和更全面的要求。一是加强对新入职教师的关注和引导；二是进一

步强化教学规范，采取针对性举措增强规范意识，及时全面总结教学

管理实践经验，在督导层面推进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要求日常化，保障

教学秩序高质量运行。校教学督导委员会秘书长陈连根对 2022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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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督导工作从开展课堂听课工作，着力提高教学水平；开展试卷检查

工作，努力提高考试质量；开展论文检查工作，努力提高论文质量；

刊出两期督导简报，努力推动教学工作；参与开学期中检查，有效维

护教学秩序；做好信息反馈工作，积极推进教学发展；加强督导自身

建设，努力提升工作水平七个方面进行总结。 

副校长李祖欣作总结讲话。他指出教学督导工作非常重要，关乎

学校教学运行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对新学期的督导工作落实提 

出四点要求：一是对教师开展系列分类培训，扎实推进青年导师制，

确保教学工作立得住、走得稳，教学规范落到实处；二是加强校企双

向交流，鼓励教师之间观摩学习，让青年教师更快成长，为学校人才

培养提升保驾护航；三是强化教学应用导向，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实现教学规范的高质量执行；四是坚持督导创新，开展形式

多变的督导工作模式，进行线上督导、智慧督导的教学督导新模式，

构建有组织的高质量教学工作体系，打造高质量教学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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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教学督导委员会副主任周淑舫对 2023年年度教学督

导工作计划进行了解读，就具体工作进行了安排，要求以党的二十大

精神为指导思想，围绕学校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目标，不断完善

教学督导内容体系，有效开展教学督导，全面推进教学管理和教学秩

序的规范化，全面提升人才培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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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学校《关于开展 2022-2023学年第二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工作

通知》要求，二级学院自教学周的第 9 周（4 月 17 日—21 日）开始

启动期中教学自查工作。学校工作组在教学周第 12周（5月 10日）

周三下午开展校级检查，先通过集中听取二级学院教学副院长期中教

学自查情况汇报（PPT），随后分 7 个工作组到二级学院实地检查相

关材料，形成二级学院期中教学检查得分（百分制，情况汇报和实地

检查各占 50%）和持续改进建议。现将本次期中教学检查情况小结如

下。 

一、期中教学检查工作步骤 

本次期中教学检查是学校以评估要求规范日常教学运行与管理

的一次实战演练，二级学院都高度重视、认真准备，全面梳理了本学

期教学运行与教学管理的方方面面，对标对表，在任务落实、教学工

作材料留档、毕业审核、实践教学推进、质量保障等各方面进行自查

自纠，有效保障日常教学质量。       

    本次期中教学检查从教学周第 9周二级学院自查开始，至教学周

第 12周集中汇报、实地检查结束，后续学校工作组形成各学院期中

教学检查持续改进建议和得分排序。  

学校成立由校督导、教务处相关人员组成的 7个工作组，每个工

作组成员 3人，设组长 1人，由校督导担任。教学周第 12周 5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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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周三）下午，集中汇报结束后，学校工作组分赴二级学院实地检

查期中教学相关资料，现场沟通交流。工作组在了解各二级学院教学

检查情况，综合“2022-2023（2）期中教学检查教学运行情况”（含

停调课、毕业审核进度、考试纪律、教授授课情况）、各学院毕业论

文工作进度情况（含教务系统毕业论文定稿未上传人数、知网检测数

据）等，形成二级学院期中教学检查结论。 

二、期中教学检查情况 

    二级学院均按照通知要求展开有序的自查工作。通过集中汇报、

实地检查情况来看，整体工作准备比较充分，教学常态情况良好，运

行保障有序，以合格评估要求规范管理。同时，各学院间互相学习、

取长补短，以问题为导向共同推进规范化教学工作的主体意识增强。 

（一）期中教学检查集中汇报结果 

表 1  期中教学检查集中汇报得分一览表 

二级学院 平均分 排名 

智能制造学院 90.1  4 

电子信息学院 87.3  7 

生命健康学院 93.4  1 

经济管理学院 90.0  5 

人文学院 91.4  3 

设计学院 92.1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89.4  6 

     



6 
 

从集中听取二级学院教学副院长 PPT 汇报期中教学自查情况得

分表的平均分数看，排名前 3位的是：生命健康学院、设计学院、人

文学院。从其 PPT 汇报的自查汇报来看，学院重视期中教学检查工

作，成立领导小组。生命健康学院、设计学院按教务处的布置，从教

学运行、教学工作材料留档、学籍管理与毕业审核、实践教学推进、

质量保障与特色亮点方面的重点梳理，分类总结，图文并茂，有理性

认知，有材料支撑，言简意赅。人文学院在理解教务处期中教学检查

五大方面的前提下，通过厘清相关期中教学检查指标体系的前提下，

不仅汇报总体情况，而且突出三个特色：教学管理机制特色、校政企

协同育人特色、教学质量管理特色。排名在后的学院，虽然做了大量

的工作，但尚缺少精准的概括与提炼。 

（二）期中教学检查现场检查结果 

根据教务处提供的教务系统毕业论文定稿未上传人数（截至 5

月 8 日）、知网检测数据（截至 5月 6日），工作组经过集中讨论，达

成一致：按照毕业论文两个“未完成率”，分“优秀、良好、中等”

三个档次打分。意在提醒：毕业论文的质量与进度，既与学院人才培

养目标、专业架构的整体质量紧密相连，也与学生按时顺利毕业拿到

毕业证、学位证的个体前途紧密相连，时间节点特别关键，必须抓紧

落实，容不得松懈拖延。 

表 2 期中教学检查实地检查得分一览表 

从实地检查得分来看，排名前 3位的是：生命健康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设计学院。其优势是教学常规运行有序，相关教学存档材

料不但比较齐全，而且质量较高，显现专业特色。排名靠后的学院，

二级 

学院 

智能制

造学院 

电子信

息学院 

生命健

康学院 

经济管

理学院 

人文

学院 

设计

学院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得分 93 83 96 94 92.5 95.5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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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查教学资料上看，教学运行情况不够顺畅，教学留档材料少，毕

业论文推行进度滞后，特色亮点方面尚缺少有力举措。 

（三）期中教学检查二级学院得分 

表 3 期中教学检查总分一览表 

二级学院 现场汇报得分 材料检查得分 总分 排名 

生命健康学院 93.4  96 94.70  1 

设计学院 92.1  95.5 93.80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89.4  96 92.70  3 

经济管理学院 90.0  94 92.00  4 

人文学院 91.4  92.5 91.95  5 

智能制造学院 90.1  93 91.55  6 

电子信息学院 87.3  83 85.15  7 

    从期中教学检查总分来看，排名前 3位的是：生命健康学院、设

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生命健康学院教学存档资料齐全质量较高，

注重新老师的培训；设计学院质量保障体系基本完善，尤其“绿色设

计孝丰行”亮点突出；马克思主义学院教研活动稳步推进，内容丰

富效果良好；经济管理学院关注教学改革，文档资料按门类进行有

序存放；人文学院重视教学过程中应用型人才培养，初步形成学院

教学管理的 3 个特色；智能制造学院注重从师生不断反馈的信息中

有针对性地及时解决各种问题，在教学运行过程中以“苕水茗谈”

的新举措营造工科的文化氛围；电子信息学院重视期中教学检查工

作，教学档案材料基本齐全。 

三、期中教学检查持续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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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教学检查整体上推进了学校的教学工作，加强了常态教学的

规范化管理，既确保了教学授课、实习、考试等环节的衔接，也确保

了教学质量的提升。通过检查也揭示了教学运行中存在的诸多不足，

暴露了管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亟须引起普遍重视，便于持续改进，

尽量消除影响教学质量提升的不利因素。 

（一）不足之处 

1.停调课问题。各二级学院普遍存在教师调停课频繁、次数过多

的现象，个别学院的授课教师每人均超过 2次。 

    2.考场问题。无论期中的个别课程考场，还是期末的各种专业课

程的考场，考场规范有待加强：或是监考老师玩手机，或是开考已过

8 分钟试卷还没有发放到学生手中，或是考场开考 20 多分钟监考老

师就同意学生离场，或是个别课程考试试卷题量较少不到 60 分钟全

场学生交卷，或是交卷学生在考场外逗留喧哗。 

3.教案问题。教师教案普遍存在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匹配度不高的情况，教学过程设计书写简单，既没有很好体

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讲授时间等，也缺乏育人因素的渗透与相应

的措施。 

4.毕业论文滞后问题。学生毕业论文过程管理有待加强，进度与

检查、督促抓得不够紧凑，导致接近毕业审核相应时间节点出现系统

上传工作的拖沓滞后。 

（二）持续改进建议 

1.严格规范调停课。根据《湖州学院课表编排与调课管理办法》，

严格控制调停课次数，任课教师每学期临时调课次数不得超过两次，

包括因公、因私等各种原因。 

2.严肃考场纪律。提高教师对考试工作重要性、严肃性的认识，

增强责任意识和监考规则培训，切实有效地履行出卷、监考职责。根

据《考试工作管理办法》，做好试卷命题、考场管理与监考、试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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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装订等工作。 

3.加强教师工作指导。对教师上传的教学计划、进度、大纲等，

二级学院要有相应的审核。尤其是对新教师、青年教师进行教学大纲、

授课计划、教案等教学资料规范书写的培训，抓规范的同时提高质量。 

4.加强毕业论文节点掌控。毕业论文（设计）多是在学年基础上

的深化，毕业审核相关环节必须参照学校日程要求，提前安排好不同

时间段的相关任务，落到实处。 

    期中教学作为一项常规工作，不仅能全面了解当下学期的教学运

行现状，突出二级学院办学主体的责任意识，规范日常教学管理、保

障教学质量的有效提升，更是引导二级学院以学校“特色鲜明的高水

平应用型”定位保持一致，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准确提炼专

业人才培养特色、打造教学亮点的有效途径。今年开始，期中教学检

查结果纳入二级学院教学工作年度考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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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听课】 

 

 

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教学督导开展听课活动，14位督导共听

课 217节。在听课过程中，督导们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原则，给

每节被听的课都进行了评价，给出了评价分。以学院为单位进行分析。 

一、各学院总体情况 

在 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督导听课的总评价中，全校平均分为

87.52，马克思主义学院最高为 91分，智能制造学院最低为 84.2分。

与 2021-2022学年第二学期全校平均分 89.1相比，相差 1.58分，略

有降低。在 217节被听的课中，得分最低的有 4门课程，涉及 3个学

院：其中生命健康学院《临床流行病学》20213031班级 44分，智能

制造 20203633、20203634班级的《传感器与检测技术》55分；生命

健康学院 20222931班级的《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60分；人文学院

20222634班级《构成设计》60分。如表 4所示。  

二、教学纪律方面情况 

教学纪律权重为 20 分，主要从做好教学准备、提前到课堂、上

课全心投入、做到按时下课、言行礼仪文明等五个方面加以评价。全 

校平均分为 19.06，超过校平均分的有电子信息学院 19.76分，生命

健康学院 19.55分；设计学院最低为 17.36分。在五个评分指标中，

教学纪律得分率为最高，全校为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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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2-2023 学年第一学期督导听课一览表 

 

在最低得分方面，全校最低的有 2 节课只得 10 分，其中智能制

造学院有 1节，经济管理学院有 1节；其他学院最低的课电子信息学

院有 1节得 17分，生命健康学院有 1节得 14分，人文学院有 1节得

15 分，设计学院有 2 节得 14 分，马克思主义学院有 2 节得 18 分。

主要问题是个别教师上课迟到，个别教师教态不够端庄，坐在讲台上

照本宣科；个别教师坐在第一排桌子上背着学生讲课，教学准备不够

充分等问题。 

三、教学内容方面情况 

教学内容权重为 30 分，主要从良好思政教育、授课进度情况、

二级学院 
听课

节数 
100-90分 89-80分 80 分以下 平均分 

智能制造学院 29 9（31.0%） 13（44.8%） 7（24.1%） 84.28 

电子信息学院 29 16（55.2%） 13（44.8%） 0 88.83 

生命健康学院 66 39（59.1%） 22（33.3%） 5（7.6%） 87.82 

经济管理学院 40 18（45%） 22（55%） 0 87.85 

人文学院 39 21（53.8%） 12（30.7%） 6（15.4%） 87.90 

设计学院 8 3（37.5%） 4（50%） 1（12.5%） 85.88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5（83.3%） 1（16.7%） 0 91.00 

全校 217 111 87 19 8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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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教材和讲课深度、内容充实和层次清楚、重点难点突出、作业布

置合理等六个方面加以评价。全校平均得分 25.30，超过校平均分的

有马克思主义学院 26.5分，人文学院 26.44分，经济管理学院 26.05

分；电子信息学院最低为 24.08分。在五个评分指标中，教学内容得

分率为最低，全校为 84.33%。 

在最低得分方面，全校得分最低的课有 2 节，得 14 分，其中电

子信息学院有 1节，生命健康学院有 1节；其他学院最低分的课，智

能制造学院有 1节得 18分，人文学院有 1节得 20分，经济管理学院

有 1节得 21分，设计学院有 1节得 18分，马克思主义学院有 1节得

21 分。主要问题是有的教师内容不熟悉，重点不突出；有的教师教

学时间分配不合理，全程自说自话；有的教师在讲解中出现了问题，

图画不出来；不少教师的课没有思政教育。 

四、教学方法方面情况 

教学方法权重为 15分，主要从善于启发与引导、教学手段合理、

普通话标准和表达清晰流畅等三个方面加以评价。全校平均分 12.70

分，超过校平均分的有马克思主义学院 13.13分，生命健康学院 13.00

分，人文学院 12.83分，经济管理学院 12.80分；最低的是智能制造

学院 12.06分。在五个评分指标中，教学方法得分率全校为 84.67%， 

在最低得分方面，全校最低的课有 1节，智能制造学院只得 5分；

其他学院最低的课电子信息学院有 2节得 8分，生命健康学院有 1节

得 9分，人文学院有 2节得 8分，经济管理学院有 2节得 9分，设计

学院有 1 节得 8 分，马克思主义学院有 1 节得 10 分。主要问题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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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师表达不够清楚，PPT处在不放映状态；有的教师教学方法非常

单一，就是照本宣科；有的教师语速太快，声音太小；有的教师教学

设计没有顾及大部分学生；有的教师没有 PPT，用的是 word 教案，

一点一点往下拖；讲解过程比较散漫；不少教师缺乏师生互动。 

五、课堂管理方面情况 

课堂管理权重为 15 分，主要从检查学生出勤、管理学生手机的

科学使用、课堂组织有序等三个方面加以评价。全校平均分为 13.24，

超过校平均分的有智能制造学院 13.65分，电子信息学院 13.56分，

生命健康学院 13.44分；设计学院最低为 12.55分。在五个评分指标

中课堂管理全校得分率 88.27%。 

在最低得分方面，全校最低的课是人文学院有 1节，只得 8分；

其他学院最低分的课，智能制造学院有 2 节得 10 分，电子信息学院

有 1 节得 11 分，生命健康学院有 1 节得 9 分，经济管理学院有 3 节

得 11分，设计学院有 2节得 10分，马克思主义学院有 1节得 11分。

主要问题是有的教师课前没有检查出勤情况，有的教师课堂组织不

够，秩序比较混乱；不少教师对学生使用手机没有管理和指导。 

六、教学效果方面分析 

教学效果权重为 20分，主要从学生听课认真、调动学生积极性、

学生反映良好等三个方面加以评价。全校平均分为 17.13，超过校平

均分的有电子信息学院 18.08分，马克思主义学院 17.75分，生命健

康学院 17.62分，人文学院 17.50分；最低的是设计学院 15.62分。

在五个评分指标中，全校得分率为 8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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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低得分方面，全校最低分的课有 2 节只得 10 分，其中智能

制造学院 1节，设计学院 1节；其他学院最低得分的课，电子信息学

院有 1节得 15分，生命健康学院有 1节得 11分，人文学院有 2节得

13 分，经济管理学院有 1 节得 13 分，马克思主义学院有 1 节得 16

分。主要问题是有的课没有调动大多数学生学习积极性，有的课学生

反映比较难听懂，有的课学生纪律不够好。 

七、教学督导相关建议 

1.加强教学运行的规范管理 

常态化的教学过程，无论是有多年教龄老教师还是刚入职新教

师，均应随堂带着教材、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案（课件）、学生

名册等教学要件，加强规范化管理。 

2.加强教学目标的有效落实 

人才培养虽因专业、课程区别有所不同，但关注章节乃至每个实 

践环节安排上知识、能力、素质的关键点，加强相关专业建设、课程

改革项目教学目标的有效落实。 

3.加强教学过程的多样探索 

教师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小班大教室的课程教学，在师生共同努力 

营造良好教学相长氛围中提倡站立式教学，打破被“课件”束缚的“满

堂灌”，多样化角度探索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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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检查】 

 

 

2023 年 4 月，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开展了 2022-2023 学年第一

学期期末考试试卷的抽查。由于受新冠病毒的影响，上学期期末考试

推迟到本学期，所以试卷抽查工作也稍有推迟。参加本次抽查工作的

督导有 13位，共检查了 7个二级学院的 107门课程考试（包括考查）

试卷。现在汇报抽检的情况： 

一、总体情况 

本次检查共抽查了 107门课程考试（考查）试卷，其中智能制造

学院 16 门、电子信息学院 16 门、生命健康学院 15 门、经济管理学

院 21 门、人文学院 19 门、设计学院 16 门、马克思主义学院 4 门；

考试试卷 72门、考查试卷 35门。 

从评价平均分来看，全校为 89.2分，较上学期 88.1分，有所进

步。各个二级学院的平均分，智能制造学院 90.9 分，电子信息学院

87.9 分，生命健康学院 84.9 分，经济管理学院 91.3 分，人文学院

94.6 分，设计学院 85.1 分，马克思主义学院 85.0 分。最高为人文

学院，最低为生命健康学院，进步最快的为人文学院（上个学期 89.2

分）、设计学院（上个学期 8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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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二级学院试卷抽查一览表 

二级学院 
试卷 

数量 

100-90

分 

89-80

分 

79-70

分 

69 分 

及以下 
平均分 

智能制造学院 16 9 7 0 0 90.9 

电子信息学院 16 8 7 1 0 87.9 

生命健康学院 15 4 9 1 1 84.9 

经济管理学院 21 16 5 0 0 91.3 

人文学院 19 18 1 0 0 94.6 

设计学院 16 3 12 1 0 85.1 

马克思主义学院 4 0 4 0 0 85.0 

二、考试试卷检查情况 

所检查的考试试卷课程共 72门，其中统一排考考试的有 62门，

个性化考试的有 10门，这 10门均为设计学院。考试试卷评价分，全

校平均分为 89.2分；智能制造学院 93.4分，电子信息学院 86.6分，

生命健康学院 85.0分，经济管理学院 90.9分，人文学院 95.1分，

设计学院 84.0分，马克思主义学院 83.7分。 

1.命题质量情况 

命题质量权重为 50 分，从命题内容、命题规范两个方面进行评

价。全校命题质量平均分为 46.2分，较上学期 45.8分，有所进步。

各二级学院得分如下：智能制造学院 46.5分，电子信息学院 44.7分，

生命健康学院 43.6 分，经济管理学院 47.0 分，人文学院 48.7 分，

马克思主义学院 45 分，设计学院无统一命题试卷。绝大多数试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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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符合大纲要求、课程特点；题量适中，权重分布合理；参考答案采

分点具体、明确；试卷样式符合学校规定要求。经管学院 20212131

班和 20212132 班的《国际商务》，仅得 35 分，在所有被检查考试试

卷中是最低的。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试题较难，学生成绩班级平均分

较低；参考答案中采分点不够清楚、具体。 

2.阅卷质量情况 

阅卷质量分值权重为 35 分，主要从阅卷规范、试卷分析两个方

面加以评价。全校阅卷质量平均分为 31.1分，较上学期 30.8分，也

有进步。各二级学院得分如下：智能制造学院 31.9 分，电子信息学

院 30.3 分，生命健康学院 28.4 分，经济管理学院 31.1 分，人文学

院 33.2分，马克思主义学院 30.3分，设计学院无统一考试试卷。大

多数阅卷比较规范，符号使用正确，分数没有差错，试卷分析到位。 

阅卷质量得分最低的有两个班级的试卷：一个是生命健康学院的

20212331 班《体育保健学》，仅得为 21 分；一个是经济管理学院的

20212144班《国际结算》，也只得 22分。《体育保健学》在对第二道

大题填空题的批阅中学生答案与参考答案不一致，但没有批错；分数

填写有误，扣分不够具体。《国际结算》有些试题的批阅没有符号，3

份试卷合分有误；1份试卷有 1处得 8分，却写了“+4”分，但在得

分栏中为 8分；1处没有“+”得分符号。 

三、考查试卷检查情况 

所检查的考查课程有 35 门，其中智能制造学院 6 门，电子信息

学院 5门，生命健康学院 5门，经济管理学院 6门，人文学院 6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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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学院 6门，马克思主义学院 1门。 

检查评价分，全校平均分为 89.2分，较上学期 85.1分有较大进

步。各二级学院得分如下：智能制造学院 86.7分，电子信息学院 91

分，生命健康学院 84.6 分，经济管理学院 92.2 分，人文学院 93.5

分，设计学院 86.8分，马克思主义学院 89分。 

生命健康学院的 20223031《护理学导论》，仅得 65分。《护理学导论》

的试卷问题是有些试卷题目表述不够清晰；参考答案没有“答案”字

样，有些答案有误，有些采分点分值有误；有些试卷页码与试题序号

不一致，试卷格式前后不够统一。 

四、其他方面的检查情况 

1.试卷管理情况 

试卷管理权重为 10 分，从试卷资料、试卷装订两个方面进行评

价。全校平均分为 8.6分。各二级学院得分如下：智能制造学院 9.6

分，电子信息学院 7.6分，生命健康学院 8.2分，经济管理学院 9.1

分，人文学院 9.2分，马克思主义学院 8.0分，设计学院无统一考试

试卷。 

有 1 门课程试卷仅得 6 分：马克思主义学院的 20202333 班《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试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试卷管理问题

是装订时部分得分栏被盖住，装订材料中没有空白试卷，成绩单的序

号与平时成绩单的序号不一致。 

2.平时成绩情况 

平时成绩权重为 5分，主要评价平时作业。全校平均分为 4.4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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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二级学院得分如下：智能制造学院 4.9分，电子信息学院 4.3分，

生命健康学院 5.0分，经济管理学院 3.9分，人文学院 3.9分，马克

思主义学院 3.7分，设计学院无。 

有 2 门课程的作业得分最低：人文学院的 20223531 班《大学英

语（1）》平时作业缺少批改日期，且没有打分；20212434 班《现代

汉语（1）》的平时作业只有两次。 

3.学生成绩平均分情况 

在所抽查的 72门考试课程中学生成绩班级平均分，全校为 69.6

分。各二级学院得分如下：智能制造学院 63.3分，电子信息学院 63.3

分，生命健康学院 72.3 分，经济管理学院 65.1 分，人文学院 74.1

分，设计学院 85.1分，马克思主义学院 57.1分。学生成绩班级平均

分，总体比较低。 

4.主客观题比例情况 

在所抽查的 62门（设计学院的除外）考试课程中，有 55门考试

试卷主客观题的比重符合学校要求，有 8门课程试卷不符合要求，客

观题比例过高。它们是电子信息学院的 20202731班《材料科学基础》、

20222843班《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生命健康学院的 20212331班《体

育保健学》、20202932 班《微生物学》； 经济管理学院的 20222143

《商务英语》；人文学院的 20202532 班《高级英语 1》、20222531 班

《英语阅读（1）》、20212435班《大学英语（跨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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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 试卷质量问题 

 

 



21 
 

 

 

二、 试卷批阅问题   

  

批改不规范，没有批阅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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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归档装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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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材料打印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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