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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学院本科教学课堂授课规范

课堂授课是高等学校的主要教学活动，课堂授课质量的高低，直

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为加强我校本科教学过程管理，规范本科课堂

教学，以提高我校教育教学质量，特制订宜宾学院本科教学课堂授课

规范。

一、授课纪律要求

1.授课教师应以高度的责任感，饱满的精神状态，认真对待每一

堂课，教书育人，严格要求学生遵守课堂纪律，组织好课堂教学。

2.在课堂教学中不准散布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

3.授课教师应严格遵守上下课时间，不得提前下课

4、.授课教师不得擅自停课和调课。教师因临时原因需调整上课

时间或地点，需主管系领导批准，报教务处教行科备案。任课教师请

假，应填写请假表，由主管院领导批准，报教务处备案。

5.授课教师课堂教学，应站立讲授。

6.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采用普通话进行讲授，做到语言清晰流

畅，书写工整规范

7.教师要衣着整洁、举止文明，上课时不准使用手机通话或使用

呼机。课堂上不能吸烟。

二、授课内容要求

1.课堂授课内容应严格依据教学大纲内容，不得任意删减、废弃、

偏离。

2.教师是课堂讲授的组织者，在讲授过程中应当努力做到语言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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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理论阐述准确，概念清晰，条理分明，论证严密，逻辑性强，富

于启发性；

3.课堂讲授知识应一定程度反映本学科或相邻学科的新成果、新

进展；

4.课堂授课既要有科学的严密性和思想的严肃性，又要注意表达

的生动性；

5.授课过程中要突出重点、难点和疑点；

6.讲授知识要处理好传统观点、外来理论、不同学派和本人见解

的关系，切忌照本宣科、平铺直叙和无分析、无批判地罗列堆砌，讲

述与课程内容和课程学习无关的内容；

7.在知识传授中，要正确而适当地联系实际，注意激发学生积极

思维，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和能力，教会学生学习；

三、授课方法要求

1．在课堂授课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教学大纲、教材和学生的不

同情况，努力改革陈旧单一的传统教学模式，多采用以启发式为核心

内容，生动活泼的多种教学方法，如讲授、讨论、案例分析、探究、

欣赏等。以此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从而有效提高教学

效果。

2．要根据课堂特点适当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教学，

加强直观教学和形象教学，增强感性认识，以提高课堂授课效果。

3．在课堂教学中，应重视与学生进行交流，重视对学生能力的

培养，注重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的指导，积极引导学生思考问题，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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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学生发表不同见解，激励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

四、讨论课授课要求

课堂讨论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通过讨论进行学习的教学形式，

是课堂讲授教学的延伸。课堂讨论的目的是巩固加深学生所学内容，

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提高自学能力、综合运用知识能力

和口头表达能力。所以要上好课堂讨论课应注意以下几点：

1.课堂讨论的选题要根据教学内容和要求，选择具有思考性、综

合性和理论联系实际的题目，要体现教材的重点难点、本质内容及内

在联系。

2.教师要在讨论前拟定出讨论题发给学生，周密设计讨论的内

容、要求、步骤、如何引导以及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指导学生按

要求认真钻研教材，撰写好讨论发言提纲。

3.讨论要在教师指导下有组织地进行。教师要参加讨论的全过

程，要善于抓住关键，及时引导学生围绕主要问题展开讨论，启发学

生积极思考，踊跃发言，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活跃学术空气。

讨论课宜小班或分组进行，以便使每个学生都有发言的机会。

4.讨论结束后教师要认真做好总结，要抓住讨论过程中的主要问

题、关键性的本质问题以及争论的焦点，进行明确的归纳概括并上升

到理论。对暂不能作结论的问题应留给学生做进一步的探讨。

5.教师应根据每个学生的发言情况、掌握运用知识和分析解决问

题的能力评定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或学期成绩的评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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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习题课授课要求

讲解习题课的教师必须提前准备，明确每次课的目的与要求，从

本门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出发，全面分析各章节教材的内容，精选出

数量适宜、难易得当的具有综合性、典型性、启发性的题目，训练学

生的思维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而言，上习题课应

遵循以下要求：

1．习题课须列入教学进度计划，并按计划执行。

2．配合课程讲授的要求，明确制定出每次习题课的具体内容和

所采用教学方法。

3．应重视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创新能力以及使用计算

工具能力的培养。

六、实验课授课要求

实验课教学应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不断吸收科研和教学新

成果，更新实验内容，改革实验教学方法，提高实验教学质量，通过

实验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专门人才。

1.实验课教师应根据专业培养计划和教学大纲，确定开设的实验

项目并按规定呈报。

2.实验教学应严格按照实验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任课教师不得

随意增减实验项目及项目内容，必须保证每一个实验项目的教学时

间。

3.实验课教师要认真备课和试作每一个实验项目，全面检查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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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情况，并写出完整的教案。对实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要事先拟定

出解决预案。首次参加指导实验的教师必须进行试讲、试作，必须经

过实验课程各个教学环节的严格训练，

4.第一次实验进行前，实验教师必须对学生进行有关规章制度、

安全和纪律方面的教育。特别要将实验安全教育贯穿于整个实验教学

过程中，保证实验教学安全有效地进行。

5.实验教师要简明扼要讲解实验的目的、原理、方法和步骤，重

点讲清实验中的注意事项，提醒学生注意实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实

验结束时或下一次实验讲解时要对本次实验情况进行全面分析总结，

切实帮助学生掌握实验知识，提高实验技能。

6.要尽可能留出较多时间让学生自己动手，独立操作完成实验。

学生实验时，实验教师不得离开实验室。要检查学生预习报告，加强

对学生实验的现场指导，同时要注意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因材施教，

使学生充分掌握好各种实验仪器的操作使用和各项实验基本技能技

巧。

7.在指导学生实验的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培养学生严谨、认真、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科学习惯；培养学生独立准备和进行实

验的能力，正确处理数据和分析实验结果的能力、撰写实验报告的能

力；养成细致地观察和记录现象的习惯，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和相互

协作的精神。为学生将来从事实际工作及开展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

础。

8.实验过程中，对于违犯规章制度、违章操作、不听指挥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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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师、实验技术人员有权停止其实验。对造成事故者，或损坏、

丢失仪器设备器材者，应赔偿损失，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9.每次实验，实验教师都要对学生进行考勤，凡无故缺席者，除

按学校及二级学院有关规定处理外，必须责令其办理补做实验手续后

补做。情节严重者应取消课程的考核资格，令其重修。

10.实验结束，实验教师要对学生的实验结果进行审核并签字，

有错误的要重做。

11.实验教师要在开课前制定出每一个实验项目的评分标准，并

在实验前向学生公布。评分标准包括实验预习报告、实验基本操作、

实验结果、实验报告，学生遇到问题能否很好地解决，以及科学态度、

良好的实验习惯等内容。实验教师应客观、公正地给每一个学生评定

好每一个实验项目的平时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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