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滁州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院政〔2019〕28 号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关于印发备课环节质量标准及评价方

案的通知 

 

各系、党支部： 

为有效评价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对各专业的毕业要求进行

多维度的评价，检验和判断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是否达到预期标

准，分析学生各项能力的长处和短板，为专业教育教学的持续改

进提供依据，现将《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备课环节质量标准及评

价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2019 年 6 月 28 日 

 

（主动公开） 

  

抄送： 

滁州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党政办          2019 年 6 月 28 日印发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备课环节质量标准及评价方案 

一、备课环节质量标准  

（一）基本要求 

备课是教学过程的起始环节，是任课教师在课堂教学之前进行

的教学设计与准备。备课环节主要包括把握教学大纲（实验教学大

纲）、钻研教材、了解对象、设计教案、备教学方法、撰写讲稿、

开发课件、准备教具、试做实验等工作。备课环节基本要求如下： 

1.任课教师必须明确备课目的。备课是为了学生“学好”，要

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思想，克服“只重备教材，忽略备学生，轻

视备方法”的做法，注重整体性，重视学生综合素质提高。 

2.任课教师备课除认真、深入钻研教材外，必须广泛吸取和掌

握丰富的相关知识，要特别注意吸收新思想、新信息，掌握本专业

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充实备课内容。教师

备课应紧扣教材，又不拘于教材，应参阅本课程其他教材或专著，

深入钻研、分析，集众家之所长，择其精华而授之；注重内容的广

度、深度、前沿性以及理论联系实际。 

3.任课教师备课时既要考虑面向全体学生，又要兼顾学生的个

体差异，因材施教，克服教学中的片面性和一般化，讲究备课的针

对性。要在备大纲、备教材的基础上，针对授课对象，结合课程特

点和自己的教学风格，使备课工作具有实效性。 



4.任课教师备课时要掌握教材的重点、难点，弄清主要问题的

来龙去脉及领悟关键内容的前因后果，精心构思教学过程的先后

次序，做到重点突出，难点分散，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循序渐进。 

5.任课教师要注意备课的计划性，对每一章节、每一单元的知

识点认真进行梳理，从宏观微观上把握课程的重点、难点，编制出

学期教学进度计划表、教案和讲稿. 

二、备课环节质量评价方案 

（一）评价方案 

以《备课环节质量标准》为依据，以教研室为单位，通过审阅

任课教师的授课进度、教案和讲稿，按《备课质量评价表》中评价

要素的内涵和评价方法，对教师的备课质量进行评价。首先对各评

价要素定等级，评价等级分为 A、B、C、D四档，按《备课环节质

量标准》中 A、C 的标准，低于 A 高于 C 为 B，低于 C 为 D；然后

打出评价基元的得分，得分＝∑评价要素分值*等级系数（等级系

数：A∶1、B∶0.8、C∶0.6、D∶0.4）。评价总分 S等于每项得分

之和，评价结果按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级评定，优秀：

90≤S≤100；良好 75≤S≤89；合格：60≤S≤74；不合格：S<60。 

（二）有关说明 

1.备课环节质量评价一般由系部组织实施，以教研室为单位进

行同行评价； 

2.尚未获得任课教师资格的青年教师必须通过教研室组织的

备课质量评价； 



3.系部可以采用抽查、教案展评等方式，促进备课质量的提高； 

4.系部在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如对备课态度较认真、但备课

质量不高的教师，应该及时配备指导教师，请有经验的教师加以指

导，提高备课质量。 

 

备课质量评价表 

教学 

环节 

观测

点 

参考

权重 

等  级  标  准 
备注 

A C 

1. 

备 

内 

容 

1.1 

钻研

教学

大纲 

0.4 

掌握所授课程在本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

的地位和作用，熟悉本门课程与其它课

程的相互关系；钻研吃透教学大纲，明

确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任务和“三基”

内容与要求，掌握本课程内容的深度、

广度及要点、重点、难点、疑点和弱点 

了解所授课程在本专业人

才培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

用，了解本门课程与其它

课程的相互关系；基本明

确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任

务和“三基”内容与要

求，基本掌握本课程内容

的深度、广度及要点、重

点、难点 

根据 

学科 

专业 

特点 

和具 

体实 

际情 

况可 

进行 

适当 

调整 

1.2 

钻研 

教材 

0.3 

清楚与本课程有关的“已学课程”和

“后续课程”的内容及相关知识点，钻

研吃透本教材的知识结构，弄清教材的

重点章节和各章节的重点、难点，对插

图的构思及意义、练习的安排与解答等

了如指掌，并有针对性地适度拓展备课

内容；能够深入挖掘教材中有利于学生

能力培养和思想提高的潜在因素，寓于

教案、讲稿之中 

了解本课程教学内容与已

学课程的关系，基本清楚

本教材的知识结构，明确

教材的重点章节和各章节

的重点、难点，对插图的

构思及意义、练习的安排

与解答等做到心中有数 

1.3 

准备

教学

资料 

0.3 

能够广泛阅读有关教学参考资料，并能

结合教材的不足给学生推荐学习参考

书，能够针对所授课程的内容，广泛搜

集典型案例，并融入教学内容之中 

能够阅读有关教学参考资

料，向学生推荐学习参考

书，能够针对所授课程的

内容，寻找典型案例和工

程案例，准备用于教学 

2. 

备 

学 

生 

2.1 

学生

知识

基础 

0.3 

了解所授对象的生源构成，清楚学生的

文化基础和已学课程情况，研究学生的

知识水平现状 

基本了解所授对象的文化

基础和已学课程情况 

2.2 

学生

学习

能力 

0.3 

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品德意志、学习

态度和思维方式，了解学生自习情况和

学习习惯，掌握学生在学习方面的个体

差异 

基本了解学生的思想情

况、学习态度和思维方

式，了解学生自习情况和

学习习惯 

2.3 

学生

学习

要求 

0.4 

针对本课程，收集学生在学习上的疑

点、难点和对教学的意见等，能根据所

获得的信息后，及时恰当地设计或修订

教学方案 

了解学生的学习要求，并

在教学方案设计中有所体

现 



3. 

备 

方 

法 

3.1 

讲授 

次序 

0.2 

备课时能够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根据

由浅入深、由近及远、从具体到抽象、

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来编写教案，对导

入新课、讲授、复习巩固、小结等过程

设计合理 

备课中能够根据教学的基

本规律研究如何导入新

课、讲授、复习巩固、小

结等过程 

根据 

学科 

专业 

特点 

和具 

体实 

际情 

况可 

进行 

适当 

调整 

3.2 

讲课 

重点 

0.3 

能够针对课程特点，在备课中注意突出

重点，化解难点，抓住关键，处理弱点

（易混、易错内容），能够科学合理地

安排教学内容 

能够从本课程要求出发，

注意突出重点，化解难

点；能够合理地安排教学

内容 

3.3 

教学 

方法 

0.3 

对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易混淆、易差错

或易疏忽的问题，能采取设问、质疑、

比较、讨论等方法搞清楚；能够采用讲

授与自学、讨论与交流、指导与研究、

理论学习与案例分析、理论学习与实践

实习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注意因材施教

和个性化教学，强化学生的学习动机 

能基本克服“满堂灌”的

现象，采用某些启发式的

教学方法，并注意到因材

施教 

3.4 

教学 

手段 

0.2 

根据学科专业特点积极采用现代化教学

手段进行教学，能自主开发的教育软件

或 CAI课件，不断更新教学手段 

部分章节能够采用现代教

育技术进行教学，注意教

学手段的改进 

4. 

备 

结 

构 

4.1 

教学 

步骤 

0.3 

能够结合讲授内容合理安排教学步骤，

对学生预习、导入新课、讲授新课、复

习巩固、课堂小结等有精心的构思，做

到有条不紊、环环相扣、严谨有序 

有关学生预习、导入新

课、讲授新课、复习巩

固、课堂小结等过程基本

完整 

4.2 

时间 

分配 

0.3 

能够根据不同内容、不同要求及重要

性，科学划分教学时数，同时结合讲授

内容合理安排每节课讲授进程，做到内

容紧凑，时间分配科学，留有余地 

各章节教学学时安排合

理，每节课教学内容适当 

4.3 

教学 

组织 

0.2 

精心设计教学环节，师生双边活动安排

适当，计划周密科学，能够联系生产实

际、生活实际和社会实际，做到教书育

人 

能有效设计教学环节，教

学组织合理 

4.4 

板书 

设计 

0.2 

有详细的板书设计，图表交代清楚，投

影、幻灯等手段交互应用科学可行，布

局合理、富于启发，充分显示重点内容 

有板书设计，布局合理，

条理比较清楚，重点内容

容易得到体现 

5. 

备 

教 

具 

5.1 

教具 

器材 

0.4 

熟悉常用教具器材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教案设计中明确上课演示要用到的教具

和器材名称 

备课中列出了各章节教学

中要用到的教具和器材 

根据 

学科 

专业 

特点 

和具 

体实 

际情 

况可 

进行 

适当 

调整 

5.2 

案例 

资料 

0.3 

针对专业课程教学需要，对典型案例资

料进行梳理，其资料的引用和介绍写入

教案，做到安排紧凑，突出实效 

对典型案例资料进行了一

般性的梳理，教案中有文

字说明 

5.3 

实验 

试做 

0.3 

课前对演示性实验应亲自试做，对试做

中出现的问题有原因分析和处置方法，

精心设计实验程序 

对不太熟悉的实验进行了

试做 

6． 

备 

进 

度 

6.1 

教学 

进度 

表 

0.4 

认真编写教学进度表，表中各项目完

整，说明清楚，理论教学、辅助教学

（实验、操作、讨论、习题）等环节安

排科学；教学进度表在新学期第一周编

制完成，经教研室主任和系部教学负责

人审核后及时上报 

表中各项目完整，说明比

较清楚，理论教学、辅助

教学（实验、操作、讨

论、参观、习题）等环节

安排比较恰当，能按时上

交教学进度表 

6.2 

教案 
0.6 

课堂教学目标明确，安排教学内容详

细，重点突出，各项目填写规范、内涵

课堂教学目标比较明确，

重点突出；各项目填写较



完整、整体和谐。教案按规定要求分章

节编写，在讲课前已全部完成 

规范；教案按规定要求分

章节编写，并在讲课前完

成 

 

三、附则 

1.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2.本办法由学院教学委员会负责解释。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2019 年 6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