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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1 学期期中教学检查情况通报 

 

为进一步加强对本科教学工作的过程管理和质量监控，切实

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学校在第 11-13 教学周开展了期中教学检查

工作，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检查内容 

（一）校级线上课程专项检查：2013 年以来立项的校级线

上课程在 e学中心课程资源建设情况，包含教学视频、教学大纲、

教案、讲义、多媒体教学课件、习题、作业、教学参考资料、团

队成员简介、课程简介等；以及线上课程资源用于学生自主学习、

混合式教学等应用情况。 

（二）毕业论文专项检查：2019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设

计）组织管理、过程材料、选题、指导教师队伍、答辩及评分、

论文（设计）质量等各环节工作情况。 

（三）试卷专项检查：2018-2019 学年第 2 学期课程考试资

料（包括试卷、论文等）以及相关材料。 

二、检查情况 

（一）校级线上课程专项检查 

经过学院自查、教务处形式审查、学校督导抽查，自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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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立项的 70门校级线上课程中共有 59门课程通过验收，希望

通过验收的课程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课程教学资源,不断提高课程

建设质量和使用水平，真正做到“以建促用，以用促学”；5 门

课程暂缓通过（部分完成建设内容或 2018年立项的课程），暂缓

通过的课程负责单位需认真对照建设目标，在延期规定时间内进

行整改建设，延期结束不合格者将按不通过者处理；6 门课程未

达到建设结项要求，按不通过处理，学校将严格限制不通过课程

负责人申报各类教学类项目，同时减少所在学院的项目分配指

标。此次验收具体结果将另行发文公布。 

（二）毕业论文专项检查 

在学院自查的基础上，教务处组织了学校督导专家对 2019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进行了抽查，包含 215本论文（设计）

及相关管理材料，覆盖了 2019 届全部需要进行本科毕业论文（设

计）撰写的 10 个专业。总体上绝大部分教师责任心较强，相关

材料和管理相关材料准备齐全，有资料目录，且用文件袋进行整

理，比较清晰，论文修改、实验记录等都采用网上记录，过程记

录比较好；论文撰写填写比较规范，指导过程较为详尽，成绩评

定环节比较严谨，部分专业能充分利用广州的医院资源进行写

作，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各学院相关专业检查具体情况如下： 

1.金域检验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共检查 37 份材料。答辩记录都比较简单，

实验记录和工作记录比较简单，个别学生就只有一项实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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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工作记录；个别学生论文不规范，需要进一步加强；个别学

生论文质量有待提高；指导老师、评阅老师和答辩老师评分差异

性较大，例如同一个学生的论文，有些指导老师给满分，评阅老

师则给 65分，答辩老师给 85 分。 

2.公共卫生学院 

（1）预防医学专业共检查 27 份材料。个别论文最后一页学

生没有签名；有的毕业论文太过于简单，字数较少；大部分实验

记录较为简单，只单纯罗列数据，有的没写具体时间，有的没有

实验名称，有的就一页纸，还有的复印的实验记录不够清晰，看

不清楚；个别论文答辩评委的评分差别较大；个别论文开题报告

院系意见中院领导签名与打印版不同，部分版本有的是盖章，有

的是签字；资料目录中有个别写了 14 项论文，但大部分都只有

13 项，应统一标准。 

（2）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共检查 10 份材料。大部分实验记

录较为简单，只是单纯把数据罗列，有的没有记录时间，有的连

实验名称都没有；个别学生论文答辩评委的评分差别较大，最高

的 93 分，最低的 60 分；个别学生论文答辩记录太简单，只有一

条。 

3.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专业共检查 15 份材料。存在的问题有：缺少学生

查重报告；指导老师资格认定表审核不统一，部分有院系签名、

盖章，部分又没有。建议制作统一的存档目录，便于存放和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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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础医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共检查 16 份材料。一位学生开题报告中

的系审批意见为空白；一位学生的任务书中指导教师名字写错；

有三位学生的两位评阅教师给出的评价完全一样；一位学生的答

辩专家与论文指导教师重合，一位评阅教师与指导教师重合；三

位学生答辩评议书、实习鉴定表中无日期；论文中标题层次、序

号不合要求，较多学生图、表、公式的序号不符合学校要求，文

中图的序号与图本身的序号不一致；由于资料都是单页纸，较多

学生的存在排序散乱现象。 

5.卫生管理学院 

（1）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共检查 26份材料。论文选题大部分

比较好，小部分不够明确；论文设计较合理，但是总体深度不是

很够；论文图表建议标准化，内容分析方面需要更多个人见解，

统计方法运用要注意；教师指导材料较好。 

（2）市场营销专业共检查 16 份材料。管理比较到位；论文

选题普遍符合专业培养目标，深度稍欠缺；论文设计较合理；论

文格式需进一步加强，准确度宜加强。教师指导符合要求；论文

审阅情况总体较好。 

（3）应用心理学专业共检查 22份材料。教学管理材料有待

规范；选题理论联系实际尚可，难度适中偏低。实验设计较为合

理；数据处理普遍偏简单。图表的严谨性有待加强。教师指导符

合要求；论文审阅情况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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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学专业共检查 10份材料。教学管理材料的检查资料

未体现查阅文件、原始记录等相关内容；论文选题比较笼统，论

文设计写作过程尚可；论文内容格式欠规范；指导教师指导比较

规范。 

6.药学院 

药学专业共检查 43 份材料。学生论文总体质量不错，材料

归档完整规范，教师签名齐全，所有论文均按照规定的流程进行

论文管理工作，除个别学生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欠规范以外绝大部

分学生论文格式规范，图标使用恰当，论文例题结合实际有一定

意义。 

请各专业对照本次毕业论文(设计)教学检查存在的主要问

题，按照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采取措施认

真改进，进一步做好毕业论文（设计）的各项工作，力争高质量

地完成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使教学检查工作真正取得实

效。 

（三）试卷专项检查 

在各学院、各教学单位自查基础上，教务处组织校院两级督

导专家抽查了各专业年级 75 门课程试卷。总体来看，试题命题

基本按照质量标准进行，内容按照文件要求，格式采用教务处统

一格式，考试文档基本已齐全，但各学院试卷质量之间差距较大，

基础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护理学院总体情况较好，武警医院、

附属荔湾医院、市一临床学院总体情况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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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次抽查过程中，专家们一致认为形成性评价不应只

由实验报告、平时作业等体现，而应形式多样，这方面做得比较

好的是公共卫生学院和第一临床学院。比如公共卫生学院的《临

床营养学》，结合调查问卷让学生对课程做回顾及反馈，采用匿

名填写形式，让学生能真实地反馈对课程的建议。 

1.存在问题 

在试卷抽查的过程中，仍发现不少问题，主要归纳为以下几

项： 

（1）试卷印制审核方面 

①没有使用最新的试卷模板。如：武警医院的《医学影像学》

课程，试卷格式与目前在用的格式不一致。 

②试卷格式不统一、审核试卷不仔细。如：第五临床学院的

《儿科疾病作业治疗》等，字体、字号不统一；儿科学院的《儿

童保健学》课程，A3 型题总分错误、案例分析题题干分值表达

有误。 

③双向细目表填写不规范。如：第六临床学院的《皮肤性病

学》，没有填写具体数值；卫生管理学院的《经济法学》，细目表

总计不为 100分。 

④主观题得分标准不规范。如：基础医学院的《医学免疫学》，

主观题得分未细化；精神卫生学院的《临床心理学》，A 卷第 11

题答案篇幅很长，但只得 1分；生命科学学院的《分子生物学》，

B 卷主观题第 2题满分 5 分，但评分标准只有 4分。 

（2）命题质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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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试卷难度偏大。如：药学院的《天然药物治疗学》、基础

医学院的《病理学》等课程，平均分不到 70 分。 

②试卷题型较少。如：护理学院的《五官科护理学》题型只

有 3 种。 

③出题比例不合理。如：护理学院的《护理管理学》，A、B

卷的分值相差较大，“掌握”部分比例未达 65%，“了解”部分比

例超过 10%，而《护理教育学》的细目表中，“掌握”部分只有

10%；第五临床学院的《手法治疗学》认知水平分布比例不当。 

（3）试卷批阅方面 

①试卷批阅不规范。如：武警医院的《医学影像学》，试卷

头未填写分数，无阅卷痕迹，部分试卷用蓝笔评分；第三临床学

院的《外科学》，用铅笔阅卷；护理学院的《护理管理学》，试卷

头未登记总分和主观题、客观题得分。 

②试卷评分涂改未签名。如：口腔医学院的《口腔修复学

（3）》，试卷评分有涂改，但未见签名。 

③试卷批阅老师过少。如：护理学院的《妇产科护理学》、

药学院的《药事管理学》和《药理学》、卫生管理学院的《心理

统计与 SPSS 应用》等课程，阅卷老师只有两位；第五临床学院

的《作业治疗基础概论》未见流水作业记录。 

（4）平时成绩、形成性评价方面 

①形成性评价资料不足。如：金域检验学院的《临床基因组

学检验》、基础医学院的《医学免疫学》、《生理学》、药学院的《天

然药物化学》和皮肤病防治所的《皮肤性病学》等课程，缺少形



  

－ 8 －   

成性评价资料。 

②平时作业批阅不仔细。多门课程的平时作业只有得分，没

有批改痕迹和评语，如：药学院的《有机化学》、精神卫生学院

的《变态心理学》等。 

③平时成绩欠支撑材料。如:市一临床学院的《外科学（1）》、

第五临床学院的《功能解剖学》等，仅提供平时成绩单，未见平

时成绩依据。 

（5）考试分析方面 

①内容前后不一致。如：外语部的《公共英语（2）》，课程

总结的学时数前后不一致；口腔医学院的《儿童口腔医学》，报

告无首页，内容中的描述与机打的分析报告有出入。 

②未上交考试分析报告。如：卫生管理学院的《心理统计与

SPSS应用》、第三临床学院的《妇产科学》，未见考试分析报告。 

③考试分析报告不被重视。多门课程报告内容过于简单，泛

泛而谈，只有简短总结，未分析不及格原因及提出应对措施。 

（6）试卷保管方面 

①试卷保管袋信息填写不完整。如：第五临床学院的《手法

治疗学》、卫生管理学院的《运营管理》，试卷保管袋封面未签名；

第二临床学院的《临床药物治疗学》，试卷袋评阅老师签名不齐。 

②试卷审批表未签名。如：生命科学学院的《动物胚胎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等课程。 

③保管材料使用错误。市十二人民医院使用旧的试卷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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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错将《广州医科大学课程考核材料保管封面目录》贴于《试

卷保管袋》封面，导致《试卷保管袋》封面需填写的信息无法显

示，如：武警医院、金域检验学院。 

④未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如：市一临床学院的《内科学》，

仅提交试卷及答题卡，未见其他材料。 

2.下一步工作要求 

（1）对照通报情况进行针对性整改 

各学院、各教学单位要组织各教研室对本次试卷检查情况进

行认真的对照、总结，有问题的课程试卷及时进行针对性整改。 

（2）严格规范本学期期末考试 

各学院应按照《广州医科大学普通高等教育本科课程考核工

作管理规定》中的要求，严抓本学期课程考试的试题质量、试卷

评阅规范，进一步落实考试分析报告、考试相关档案材料、形成

性评价资料的存档规范，落实考试情况向学生反馈等工作。 

（3）加强二级培训 

请各学院进一步加强教研室秘书、任课教师的培训工作，抓

紧对试卷专项工作的指导、检查，狠抓各环节，将相关要求切实

落到实处。 

希望各学院、各教学单位对本次检查通报情况进行认真整

改，改进不足，规范管理，进一步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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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 

2019 年 12 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