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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医科大学集体备课制度规范（试行）

一、目的意义

集体备课是教学组织单位围绕课程目标，组织教师进行集体研究教材、分析

学情、制定教学方案、突破重点难点、反馈教学信息等的系列教学研究活动。集

体备课是保证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也是培养青年教师的重要途径。通过制

度化集体备课活动，可充分发挥基层教学组织功能，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

用，运用集体智慧解决教学问题，实现教学资源共享，切实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和

课程教学质量。

二、备课要求

1.各类课程每学期都应制定集体备课计划，包括备课内容、时间、次数和参

加人员，要涵盖课程的重点内容。专业课程每学期集体备课计划中至少含一次课

程思政专题教学研讨。集体备课计划上报所属院系备案。

2.认真确定集体备课主题，应以切实解决实际教学中的具体问题为目的，进

行相关备课与研讨，不断提升教学实效。

3.按照教学计划确定主讲人。主讲人在集体备课前必须完成教案、讲稿的编

写和教学课件的制作，提前请学系（教研室）主任、课程负责人或教学经验丰富

的老教师审阅并提出修改、调整意见。

4. 学系（教研室）要提前将备课内容、时间、地点通告参加集体备课人员，

参加备课人员应认真做好相应的准备。

5.建立思政课程教师和专业课程教师联合集体备课制度。专业课程每年至

少邀请一名思政课程教师参加集体备课；思政课程每年至少邀请一名专业课程

教师参加集体备课，形成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互促互进、同向同行的教学研讨

氛围。受邀教师应提前做好准备工作，深度参与讨论，并给与专业角度的具体

意见建议，确保联合集体备课质量。

6.集体备课结束后，应及时整理相关研讨记录和资料，作为学系（教研室）



教学档案留存。

7.学系（教研室）教学主任或课程负责人督促教师将相关研讨结果及时应用

于课堂教学，通过教学实践的检验，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对教学方案进行再

修改，不断积累教学经验，优化教学设计，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三、备课程序

1.参加人员：学系（教研室）主任或课程负责人、主讲人、承担该门课程的

其他教师和相关实验技术人员。根据需要可以邀请相关课程的教师、思政课程教

师及院系领导参加。

2.备课形式：骨干教师示范讲课、新进教师试讲、说课、专题教学研讨等

3.备课流程

（1）主持人宣布备课计划安排，对本次集体备课做必要的说明。

（2）主讲人介绍备课情况，展示教案、讲稿和课件阐述教学思路和教学方

案设计或进行预讲。

（3）集体研讨：参加备课人员针对备课情况发表个人意见，交流教学经验、

体会，提出改进意见。

（4）主持人对研讨情况进行归纳、总结，对教学方案提出修改、调整意见，

达到共识。主讲人根据意见进行教学调整。

（5）做好集体备课记录，要求完整、详实，便于查阅参考使用。

四、附则

1.认真开展集体备课是不断提升教学质量的有力保障，各学系（教研室）应

严格执行集体备课制度，确保集体备课的质和量。

2.各学系（教研室）要高度重视课程的育人功能，结合不同专业、不同课程

的特点开展思政教育，切实调动每一位教师积极参与。落实情况是思政课程和课

程思政建设效果的重要依据。

3.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教研室集体备课制度规范同时废止。

4.本规范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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