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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质量保障的教学督导工作

理论与实践



纲  要

教学质量与质量保障

质量保障与教学督导

教学督导工作创新



一、教学质量与质量保障

时代性

重要性

关键点



根
本

黄达人（中山
大学校长）：
大学的根本是
人才培养！

德雷克·博克
（哈佛大学校
长）：回归大
学之道—教学！

生
命

质量是教学工
作的生命线！

教学质量就是
大学的生命线！

生
存

现代制约教学
质量的因素越
来越多！

当前高校对质
量保障的重视
越来越大！

（一）时代性



（二）重要性

领导重视：
u习近平总书记：
Ø 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

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
个核心点！

    ——2016年12月7日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u刘延东副总理：
Ø 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提高

质量为核心，深化课程教学
改革，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
展。

——2016年12月9日教育部直
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26次
全体会议

u陈宝生部长：高等教育要增强五大办学理念：教学决定生存、
科研决定水平、服务决定地位、质量决定兴衰、制度决定成败



（二）重要性

u《全国教育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质量依然是
高等教育的焦点，课堂“教学” 将倍受关注，无论是双一流建
设还是转型发展，本科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都会强化。

u《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2010年）：
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
基本要求。要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改进高校教学评估。

u《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2012年）：坚持内
涵式发展，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完善质量标准体系，健全教育
质量评估制度。加强高校自我评估，健全校内质量保障体系。



（三）关键点

闭合循环
持续改进

质量标准
质量环节

学校实际
质保特色

符合实际—操作性
贴近实际—特色性

制定标准—基础性
把准环节—针对性

强化闭合—规律性
旨在改进—发展性



二、质量保障与教学督导

关系

问题

原因



p学校教学质量决策的参谋者

p教学质量标准制定的参与者

p日常教学质量监控的执行者

二、质量保障与教学督导

p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质检员

p学校教风学风的重要监督员

p学校教学改革的重要引导员

微观

宏观



p有健全的工作队伍，缺有效的工作机制

p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缺先进的质保理念

p有积极的工作热情，缺现代的监控技术

p重微观性质量监控，轻宏观性质量保障

p重结果性质量监控，轻过程性质量保障

p重传统性质量监控，请创新性质量保障

二、质量保障与教学督导



二、质量保障与教学督导

老观念 老面孔

老办法 老三篇

学校重视程度不够 队伍建设力度不够

看、听、查 课堂、试卷、秩序



三、教学督导工作创新

工作体系 工作机制

工作队伍 工作内容

工作方式 工作创新



（一）工作体系

发展体系质保体系

人才培
养质量

通过解决问题通过发现问题

保障质量 保障质量

交互发展

相互统一

教学质量监控
与评估中心

教师教学发展
中心

教师教学问题
督导队伍（发现）—— 专家队伍（指导）

p 一体两翼（顶层设计）、一体两用（督导队伍）

p 开放、协调、共享、创新



（二）工作机制

校长

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学质量监控
与评估中心

督导办公室

二级学院

校教学督导组

院长

教学副院长

院级教学督导组

教学副校长

业务
指导

服务
保障

领
导

聘
任

领
导

聘
任

领
导

指
导

领导
指导

业务指导

具
体
指
导



（二）工作机制

学习与
研究

听课与
评课

巡视与
检查

评价与
评估

指导与
引导

调研与
推广



（二）工作机制

知情权—教学安排

评议权—教师教学

建议权—教学工作

参与权—教学活动

调阅权—教学材料



（三）工作队伍

p专职督导与兼职督导的关系

p校内督导与校外督导的关系

p在职督导与退休督导的关系

p教师督导与学生督导的关系

p校级督导与院级督导的关系



（四）工作内容

常态督导

课堂督导

秩序督导

考核督导

专项督导

专项调研

专项评价

专项督查

“督教督学督管”—“三常三专”



（四）工作内容

p总体分为听课与看课两类

p听课重质，推动督导与教师交

流，旨在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p看课重量，依托可视化集控平

台，重在巡查教风、学风

p强化及时反馈，强化汇总分析

课堂督导情况通报

p不断拓展听课来源，从2个来

源增至8个来源（新开课、开

新课、评教结果不良、承担4

门以上课、教改课、评优课、

其他督导延伸课、随机课）



（四）工作内容

p开学第一课教学检查

p期末考试教学巡查

p重在维护正常教学秩序，形成

良好考风考纪



（四）工作内容

p总体分为考试课与考查课两类

p突出“三个注重” ：注重变

换质量监控点；注重客观深度

分析和提出对策建议；注重信

息反馈和结果使用；

p突出“两端控制”（末端）事

故处置与（前端）优秀表彰相

结合。

u学业考核督导情况通报

u学业考核督导情况的函

u教务处关于强化考核的意见

u表彰优秀课程的决定

u教学事故认定的函



（四）工作内容

p根据常态督导情况择情确定调

研主题、范围和方式

p每学期开展一次小范围调研；

三年组织一次大范围调研

p重在为教学工作提供决策咨询

和智力支持。 u开展专项调研的通知

u调查问卷（学生）

u调查问卷（教师）



（四）工作内容

p分为学生学习满意度评价和毕

业论文专项评价

p专项评价做到“三不” ：不

通过院系组织，保证正常态；

不作院系排名，保证平常心；

不回避问题，客观用于年度质

量报告，保证开放态 u2015年度在校生学习满意

度调查分析报告



（四）工作内容

p主要分为改进工作督查和重点

工作督查两个方面。

p改进工作督导主要是基于其他

督导改进情况进项跟踪督查，

确保改进工作落实到位。

p重点工作督导主要是基于学校

阶段教学重点工作开展督查，

确保学校重点工作圆满完成。

u2016年，学校接受全国首

家师范专业认证。为了确

保认证顺利通过和全国师

范专业认证全面展开，督

导先后开展3次专项督查



（五）工作方式

p推进督导工作信息化

开发应用督

导工作系统

高度集成，

个体登录。

独立填报，

动态监测，

及时反馈，

实时统计，

深度分析，

报告生成。



（五）工作方式

p推进督导工作信息化

设计原则

科学

高效

深度

集约

及时



（六）工作创新

p工具性督导转向发展性督导

p结果性督导转向过程性督导

p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

p以督为主式转向督导并重式

p单一式督导转向多样式督导

（更加注重引入新的督导理念，强调区分性督

导/临床性督导/人力资源性督导）



淮阴师范学院欢迎您！

常来淮安，幸福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