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能源汽车教研室教研活动记录表 

时间 2020.9.16 地点 二实训楼 316 

主题 规范教学秩序 主持人 乔俊叁 

参加人 
乔俊叁、何涛、姚星、操政、刘吕亮、刘奎含、朱彬、胡浪 

活 

动 

内 

容 

教学行为规范 

1.教学做合一的课程教学日志、教学方法和教案等应

体现教学做合一，教案标明能力、素质、知识目标，教学

资源具体，教案书写过程体现项目教学、任务教学等；学

生上课手中应有实验实训的器材等，突出职业教育特点，

培养学生技能。 

2.授课计划、教学日志、实验日志、教案要相符，分

专业分层次分班级写教学日志，要标明考勤，作为平时成

绩的依据之一。教案前面附签字的授课计划。 

3.听课本填写要完整。对青年教师提出建议和意见，

给青年教师指导改进意见，帮助青年教师提高教学质量，

提升教学水平，使听课评课真正成为促进教学教研的好方

式，达到听课评课目的。 

4.作业请要及时批改，签名清晰。 

5.教研室工作记录应该详细，内容应充实。 

6.严肃日常教学秩序，对学生及时管教。 

 



新能源汽车教研室教研活动记录表 

时间 2020.12.23 地点 新能源教研室办公室 

主题 听课与评课 主持人 乔俊叁 

参加人 乔俊叁、何涛、姚星、操政 

活 

动 

内 

容 

听课与评课 

一、听课、评课是提高学科课堂教学效益与学科深入改革发展

的需要。 

1.学校督导、教务处的要求 

2.教研、教学评选，教学交流 

3.青年教师的培养 

听课的种类：实践课、理论课、理实一体课程、跨系部听课。 

听课后，总要对各堂课根据不同的要求、内容，做不同的评价。 

听课、评课的作用： 

1.研究教学 2.交流经验 3.宣传方向 4.评价教师 

课堂上，可以反映上课教师的思想、水平、素质和课堂效果。 

二、听课、评课是对课堂教学的全方位的了解与评价 

1.听、评教学内容： 

（1）教学目标是否达成； 

（2）教学要求是否适度，是否符合课堂要求； 

（3）教学内容是否科学； 

（4）教学容量：知识容量；思维容量。 

三、听课、评课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与教师素质的好方法。 

听课是评课的依据；评课可以促进听课。 

听课有四“要”与四“找”： 

要听、看、记、想。 

找优点、缺点、特点、亮点。 



新能源汽车教研室教研活动记录表 

时间 2021.1.13 地点 二实训楼 422 

主题 教学评价的意义 主持人 李灿 

参加人 所有青年教师 

活 

动 

内 

容 

课堂教学评价 

作为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刻地感受到教学

评价对学习产生的积极作用。 

1、教师评价学生 

在教学中更多关注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对学生的学习

过程给予肯定、赞赏和鼓励，给学生指明前进的方向。除

了口头评价外，还可以采用一些奖励性的手段评价学生。 

2、学生自评、互评。调动竞争意识，培养合作的好学

生。 

3、实行评价标准的多样化与层次化，关注被评价者之

间差异的不同需求。评价时采取“下要保底、上不封顶”

的方式。 

4、在实施教学评时，注重对教学过程和学生学习过程

的评价，不能一张试卷定终身。采用多种评价手段和方法，

如课堂小测试、实训考试、期末考试等。 

5、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和教学评价

过程中，突出对技能的评价，从而推动技能教学。 

6、适当开展技能竞赛、考取职业资格证，作为评价的

标准。 

 

 

 



新能源汽车教研室教研活动记录表 

时间 2021.3.17 地点 二实训楼 316 

主题 微课制作经验交流 主持人 乔俊叁 

参加人 乔俊叁、何涛、姚星、操政、刘吕亮、刘奎含、朱彬、胡浪 

活 

动 

内 

容 

微课制作 

（一）时间须严格控制在 5-10分钟以内。 

（二）内容非常碎片化，非常精炼，在 5-10 分钟内讲

解透彻，不泛泛而谈，若内容较多，建议制作系列微课。 

（四）在编写微课内容时，基于教学设计思想，完全

一对一地“启惑”“解惑”。 

（五）微课在内容、文字、图片、语言等上须正确准

确无误。 

（六）微课讲解时，声音响亮，抑扬顿挫。语言通俗

易懂、深入浅出、详略得当，不出现“你们”、“大家”、

“同学们”等大众受众式用语。 

（七）若在讲解中使用课件，课件有视觉美感（建议

ppt 尽量采用单色，突出简示洁之美）。 

（八）视频画质清晰。 

（九）建议能看到教师头像。“PPT+视频”的录制模

式下，头像不遮挡教学内容。 

（十）要有片头片尾，显示标题、作者、单位等信息。 

 



新能源汽车教研室教研活动记录表 

时间 2021.4.21 地点 二实训楼 316 

主题 科研课题申报 主持人 乔俊叁 

参加人 乔俊叁、何涛、姚星、操政、刘吕亮、刘奎含、朱彬、胡浪 

活 

动 

内 

容 

如何申请课题 

一、课题申请的相关准备：（一）选定研究方向；（二）

注重学术积累；（三）掌握设计“过程” 

二、课题设计方法：选题的要求（一）科学性；（二）

创新性；（三）需求性；（四）可行性 

三、课题设计方法：设计的艺术：（一）“大处着眼”

与“小处着手”。（1）课题名称。课题名称要切题，特别是

具体、明确。（2）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3）选课

意义和价值。（4）研究内容与重点难点。(5)研究思路与方

法。(6)研究创新之处。（7）前期研究成果。（8）研究计划

与经费预算。（9）课题组人员构成。（10）注意申请书的外

在形式。（二）“宽度”与“深度”；（三）理论性课题与应

用性课题的侧重。 

四、几点建议：首先，要在选题上多动脑筋。二，要

在申报表的填写上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