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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北大学本科“做中学”综合实践项目
教师教研活动规范

教学研究活动是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

高教学质量的有力举措，在教学工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保

障“做中学”综合实践项目实施质量，打通项目相关课程间的联系，

促进教师老带新的协作与互助，为高质量教研活动注入新动能，制

定教研活动规范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提升工程实践能力为导向，聚焦本科人

才培养，提高教研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围绕本科“做中学”综

合实践项目，不同专业的教师开展协同教研，打通专业知识体系间

的壁垒，进一步强化师德师风、明晰人才培养目标、理顺课程体系、

细化课程大纲、培养青年教师、推进教学改革、培育教学成果，既

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又注重概括凝练并探索教学规律，形成学科交

叉融合的教研文化。

二、参加对象

“做中学”综合实践项目指导教师、项目所依托专业核心课程

授课教师、相关课程包括学科基础教育课程（如高等数学、大学物



理）在内的授课教师。

三、教研内容

根据《中北大学本科教学“做中学”综合实践项目规范》要求，

在确定教研活动内容时要关注“做中学”综合实践项目过程的各个

环节。

1.研究项目方案。确保项目目标与专业培养目标相符，强化学生

动手能力，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

2.理顺专业知识点脉络。以“做中学”项目为基础，建立学科基

础教育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之间的联系，构建专业知识点的脉络关

系，使学生全面理解专业知识体系。

3.研讨工程案例教学方法。设计各相关课程中支撑“做中学”项

目的工程案例，研究将其融入相关课程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实

践能力和综合素养。

4.修订相关课程教学大纲。明确课程与“做中学”项目相关的知

识点和工程案例，修订课程教学大纲，将“做中学”综合实践课程

融入课程思政及劳动教育，并设立合理的实践环节和考核评价标准。

在课程目标、教学进度安排、实践环节、成绩评定标准等方面要体

现“做中学”项目相关的知识点和工程案例。

5.研究项目实施流程。根据课程教学大纲，制定贯穿本科教育全

过程的项目实施流程，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学习进度设置项目任务，

并给出合理的预期要求。

6.规划实践平台建设。根据项目设计规划，研究确定项目所需实

验设备和耗材情况，并考虑已有实验设备和需购置的实验设备，确

保实践平台的建设满足项目需求。



7.持续改进与优化，组织教师对教学实践进行深入反思和分析，

对照项目目标分析达成度，总结经验教训，推动教师针对项目的实

施，在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手段、教学评价等方面持续改进。

8.凝练教研成果，鼓励教师将教研成果通过学术论文、研讨会、

学术报告等形式向内外部教师进行宣传和交流，提高教研成果的影

响力和可见度。

四、组织管理

1.教研活动以专业为单位开展，由专业负责人牵头，以项目负责

人、项目指导教师为主，邀请相关课程教师（包括基础课程）参加。

2.教研活动形式可结合虚拟教研室灵活开展，原则上每 2 周开展

一次（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线下活动），每次活动时间不少于 1 小时。

每学期开学 2 周内，各专业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教研活动计划，报送

学院。

3.培养项目指导教师团队。以项目所依托专业核心课程授课教师

为主，吸纳至少同等数量的新入职教师，打造引进与培育纵横贯通、

协调发展的师资队伍梯队。

4.逐步建立教学研究资料库。各项目组要及时总结教研成果，上

传至学校教学信息化研究虚拟教研室平台，包括：教研活动记录、

照片等过程性资料，修订的教学大纲、教学案例、教学课例等。

五、督导考核

各专业要创建严格的管理制度，确保教研活动的参与度，做到

活动扎实、效果明显、档案规范；学院要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促

进教师自主研讨；学校将依托教学信息化研究虚拟教研室平台进行

督导检查，促进教研活动的有效开展，不断提高教研活动的质量和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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