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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许昌学院是一所省属全日制综合性普通本科院

校，其前身是创建于 1942 年 8 月的河南省第五行政

区联立师范学校，至今已有 70 多年的办学历史。2002

年 3 月在原许昌师专的基础上经国家教育部门批准

升格为本科院校，2012 年通过国家教育部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2013 年被确定为河南省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试点单位”，2015 年河南省启

动了示范性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院校建设计划，至 2018

年前，遴选 10 所左右普通本科院校进入示范性应用

院校建设计划，许昌学院等 4 所学校被确定为第一批

示范学校。此外，2016 年河南省发改委公布许昌学院

正式获批“十三五”应用型本科产教融合发展工程。

在新的背景和新形势下，如何推进产教融合，如

何向应用型转变等都需要提高教学质量，拓宽教学方

法和手段以适应学校的转型发展是一个新的挑战[1-2]。

而教学督导是高校内部教学质量监控的重要手段，在

新形势下“创新”是教学督导工作发展的灵魂[3]，教学

督导要以人为本，正确处理“督”与“导”的关系，与时

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推动高校教学督导工作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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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许昌学院教学督导现存问题

为巩固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成果，加强

教学质量的常态监控及管理，2013 年 7 月许昌学院成

立了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处室现有专职工作人员

6 名，其中教授职称 1 人，副教授 1 人。聘请督导专家

22 名，全部为教授、副教授职称。教学督导专家分三个

组，分别是文科一组，理工一组和理工二组。教学督导

组在教学督导过程中现存问题列举如下。①在进行教

学监督过程中，对于理论课和实践课均未设定相应的

评估、评价指标，对于督导组每位教师督导过程中均

根据自己的观点和评价点打分，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

体现公平、公正原则。②督导组在督导过程中普遍存

在“重监督轻导向”情况，督导过程只是给每位被督导

的教师进行了打分和评价，但是在反馈时不能如实反

映授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说好话”现象比较突出，

而不能对教师存在的问题进行导向解决。③重理论轻

实践。教学督导过程中对于理论课程的教学，教学督

导组都能如实反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而对于实践类

课程鉴于专业的特点和要求不同，不能对实践教师做

出客观的评价。④督导形式单一。教学督导过程中主

要是督导组人员进行听课，然后根据教学过程等一些

要素进行评价。而对于课程设计、课程实习、毕业设

计、毕业实习等教学过程的督导未能涉猎。⑤督导周

期短。每个学期由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给三个督导

组一定数量的听课任务，在督导组对每位教师给出反

馈之后该学期的督导工作结束，历时时间两周左右，

而督导工作是长期的工作，只是听课不能全面反应教

学成果的好坏。⑥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对于上课评

价好的教师未有相应的奖励措施，只是口头表扬一

下，而对于教学过程存在不足或严重影响教学效果的

教师亦没有惩罚规定，这使得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的持有事不关己的消极态度。

三、理论教学督导评价指标的建立

在许昌学院由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型院校转型

背景下，在应用型本科产教融合发展工程的推动下，

结合许昌学院教学督导工作的实际情况，本文对许昌

学院理论教学督导评价指标进行确定，根据不同督导

组成员对每项指标的打分反馈，采用权重加权的方法

对每位教师的理论教学进行评测，评价出相应教师的

授课的优点及不足，反馈给相应的教师进行整改和完

善。

对于理论课程教学督导评价指标的建立如表.1

所示。从表 1 可以看出，许昌学院理论教学督导评价

指标一共有三级。一级指标 5 个，包括教学资料

（Teaching Data/D），教学态度（Teaching Attitude/A），教

学内容 （Teaching Content/C），教学方法（Teaching

Method/M）和教学效果（Teaching Efficiency/E）。在教学

资料一级指标中有 6 个二级指标和对应的 25 个三级

指标。教学态度一级指标包括 6 个二级指标和 16 个

三级指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一级指标

下分别有 5、6、4 个二级指标和 14、15、13 个三级指

标。因此许昌学院理论教学督导评价指标共有 27 个

二级指标和 83 个三级指标。

通过问卷调查法、查阅文献法和专家咨询法对许

昌学院理论教学各项督导评价指标进行分数和权重

的评定如表 2 所示。其中在分数评定过程中，一级指

标（共 5 个）总分 100 分，每一级指标对应的二级指标

总分为 100 分，而三级指标中的每一项指标都是 10

分并赋予相应的权重。可以根据公式 1 和公式 2 对理

论课教师进行督导总分和各分项分数的评定。

（公式 1）

X 为 D、A、C、M、E；i=1，2…二级指标个数；j=1，2

…对于 i 三级指标个数。

（公式 2）

Y 为 D、A、C、M、E；i=1，2…二级指标个数；k=1，

2，3，4，5；ωk 为一级指标权重系数。

四、实践应用

根据本文给出的评价指标及相应的评价给分和

权重，应用到许昌学院理论教学督导工作中。选择四

个院系各一名教师对其各项三级指标进行打分（督导

组成员三人），通过公式计算最终给出各学院理论课

教师的分数如表 3 所示。其中编号 1、2、3 分别是相应

的督导组成员。本文鉴于文章篇幅关系，对于教师的

评分情况文中未能给出。

从表 3 可以看出，通过评价指标的建立和权重的

赋值，通过公式可以算出每位被督导教师的综合成

绩，根据综合成绩可以对被督导教师进行排名。同时

通过计算还可以得出相应的二级指标值，亦可判别被

督导教师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而有的放矢

进行改进，最终起到导向的作用。同时该评价指标和

计算方法亦可对二级学院教师进行教学质量评估，并

提出相应的指导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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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许昌学院理论教学督导评价指标表

系列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 
教学资料 
（D） 

教学大纲（D1） 
符合许昌学院统一格式要求（D11）符合许昌学院办学定位要求（D12）符合应用型人才
培养要求（D13）章节知识点总结准确（D14）成绩考核方式明确（D15）参考书选择口
径宽（D16） 

教案（D2） 
教案书写（打印）规整（D21）有相应的教学目的，重难点等（D22）每章节设置有课
堂教学引入和教学过程设计（D23）有无课后作业布置（D24）有无和实践相脱节
（D25） 

教材（D3） 
是否是国家获奖教材或“十二五”规划教材（D31）是否适合本校学生培养定位要求
（D32） 
是否符合教学大纲要求（D33） 

多媒体课件（D4） 
是否涵盖所有授课章节内容（D41）文字运用（字体，字号）是否得当（D42）内容是
否图文并茂而非一篇篇文字（D43）是否有动画效果或者视频播放（D44）播放是否流
畅而不出现卡顿和运行错误（D45）是否和工程实际相结合（D46） 

教师工作手册（D5） 是否有相关的考勤记录（D51）是否有课堂评定成绩记录（D52） 

教学进度表（D6） 
进度表是否满足教学大纲要求（D61）章节分布、课时分布是否合理（D62）作业数量
和所在章节是否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D63） 

2 
教学态度 
（A） 

教书育人（A1） 为人师表（A11）关爱学生，重教重导（A12） 

遵守教学纪律（A2） 按时上下课（A21）无迟到提前下课现象（A22） 

精神状态（A3） 
声音宏亮，语音语调准确生动（A31）表达流畅自然，抑扬顿挫（A32）备课认真充
分，授课熟练（A33） 

仪态仪表（A4） 
着装正规（A41）落落大方，不拘泥于讲台（A42）面部表情丰富，感情流露（A43）
和学生有眼神的交流（A44） 

征求学生意见（A5） 虚心征求、接受学生意见（A51）能对学生的反馈意见做出应急响应改进教学（A52） 

作业布置、批改、辅
导答疑（A6） 

根据章节特点布置作业（A61）及时批改作业（A62）有固定时间和地点对学生答疑
（A63） 

3 
教学内容 
（C） 

教学目标（C1） 
教学目标是否明确（C11）是否具备知识目标（C12）是否具备能力目标（C13）是否
具备素质目标（C14） 

教学重难点（C2） 教学重难点处理得当（C21）教学过程突出重点（C22）教学过程突破难点（C23） 

基本概念和原理
（C3） 

基本概念和原理讲解清楚准确（C31）能举一反三（C32） 

理论联系实际（C4） 
理论教学能结合社会、学生实际（C41）理论能和育人相结合（C42） 
理论和工程实践相结合（C43） 

充实新内容（C5） 能引入学科研究新成果、新方法（C51）不局限于教材内容引入实际工程实例（C52） 

4 
教学方法 
（M） 

设定教学情境（M1） 是否设定教学情境（M11）教学情境和章节相得益彰（M12） 

讲解的系统性（M2） 
授课过程系统性、逻辑性强（M21）章节之间的关系性清晰（M22） 
知识点讲解过渡性好，有过渡性语音（M23） 

启发教学方法应用
（M3） 

善于启发学生思维，调动学生积极性（M31）能启发学生举一反三旁征博引（M32） 
能启发学生和工程实际相结合（M33） 

教学方法灵活多样
（M4） 

能根据章节特点和知识点要求选择教学方法（M41）教学方法灵活且有创新（M42） 

板书（M5） 板书规整清晰（M51）应有主副板书（M52） 

有效利用现代教学技
术（M6） 

能采用多媒体课件和板书教学相结合（M61）能和网络教学，视频教学相结合（M62） 
能和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结合（M63） 

5 
教学效果 
（E） 

互动环节（E1） 能和学生有互动环节（E11）老师和学生互动积极，效果明显（E12） 

学生的能力（E2） 
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增强（E21）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技巧（E22） 
提升为人处世能力、随机应变能力等（E23） 

学生的成绩（E3） 作业成绩优良（E31）课程设计成绩优良（E32）课堂表现成绩优良（E33） 

应用能力（E4） 
发表和专业相关学术论文（E41）发表和专业相关作品（E42）能顺利完成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E43）能在相关专业竞赛中获奖（E44）能将理论应用于工程实际（E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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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许昌学院理论教学督导评价指标所对应的评分和相应权重表

表 3 许昌学院理论教学督导评价指标所对应的评分和相应权重表

系列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评分 

三级指标评分/权重 

1 D（0.25）

D1（15） D11（10/0.02） D12（10/0.03） D13（10/0.03） D14（10/0.03）D15（10/0.02） D16（10/0.02）

D2（20） D21（10/0.04） D22（10/0.05） D23（10/0.05） D24（10/0.03）D25（10/0.03）

D3（15） D31（10/0.05） D32（10/0.05） D33（10/0.05）

D4（30） D41（10/0.05） D42（10/0.05） D43（10/0.05） D44（10/0.05）D45（10/0.05） D46（10/0.05）

D5（5） D51（10/0.02） D52（10/0.03）

D6（15） D61（10/0.03） D62（10/0.02） D63（10/0.1）

2 A（0.15）

A1（10） A11（10/0.05） A12（10/0.05）

A2（10） A21（10/0.05） A22（10/0.05）

A3（25） A31（10/0.05） A32（10/0.1） A33（10/0.1）

A4（20） A41（10/0.05） A42（10/0.05） A43（10/0.05） A44（10/0.05）

A5（20） A51（10/0.1） A52（10/0.1）

A6（15） A61（10/0.05） A62（10/0.05） A63（10/0.05）

3 C（0.25）

C1（25） C11（10/0.1） C12（10/0.05） C13（10/0.05） C14（10/0.05）

C2（15） C21（10/0.05） C22（10/0.05） C23（10/0.05）

C3（20） C31（10/0.1） C32（10/0.1）

C4（20） C41（10/0.05） C42（10/0.05） C43（10/0.1）

C5（20） C51（10/0.1） C52（10/0.1）

4 M（0.15）

M1（10） M11（10/0.05） M12（10/0.05）

M2（20） M21（10/0.05） M22（10/0.05） M23（10/0.1）

M3（25） M31（10/0.05） M32（10/0.1） M33（10/0.1）

M4（15） M41（10/0.05） M42（10/0.1）

M5（10） M51（10/0.05） M52（10/0.05）

M6（20） M61（10/0.05） M62（10/0.05） M63（10/0.1）

5 E（0.20）

E1（15） E11（10/0.05） E12（10/0.1）

E2（20） E21（10/0.05） E22（10/0.05） E23（10/0.1）

E3（25） E31（10/0.1） E32（10/0.1） E33（10/0.05）

E4（40） E41（10/0.1） E42（10/0.1） E43（10/0.05） E44（10/0.05） E45（10/0.1）

 

编号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城规划与园林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新材料与能源学院 

教师 杨老师 李老师 何老师 董老师 

D 分值 

（ =0.25） 
85.9 88.5 86.2 80.2 84.3 84.5 82.5 85.2 81.1 86.3 90.4 88.4 

A 分值 

（ =0.15） 
86.5 84.3 85.6 84.1 83.6 81.3 86.5 86.3 82.1 92.4 90.1 89.4 

C 分值 

（ =0.25） 
88.6 87.9 91.2 84.3 82.1 82.5 86.1 82.3 83.4 92.5 91.5 91.2 

M 分值 

（ =0.15） 
89.6 85.7 89.6 82.1 83.4 82.4 82.1 84.2 85.6 89.4 86.2 85.7 

E 分值 

（ =0.20） 
88.6 86.4 88.5 83.6 85.2 87.6 82.4 86.3 85.5 90.2 93.8 92.8 

总分（Y） 87.8 86.9 88.3 82.8 83.7 83.8 83.9 84.7 83.4 90.0 90.7 89.7 

平均值 87.7 83.4 84.0 90.1 

排名 2 4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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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9 页）综合素质和职能，高校发展的更快更
好，更要抓好教学秘书队伍的建设，教学秘书队伍的
建设对教学管理工作的正常、良好运行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逯忠华.浅析优化高校教学秘书职业修养的策略[J].教育与职

业，2011(24).

[2]徐东.教学秘书在高校教学管理中的作用及素质要求[J].山西

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5(03).

[3]张晓梅,赖剑明.高校院系教学秘书的素质和能力探讨[J].教育

与职业，2007(18).

五、结语

文章以许昌学院转型发展为契机，在应用型本科

产教融合发展工程的推动下，结合许昌学院教学督导
工作的实际情况分析转型背景下教学督导工作存在

的问题，进而针对现存问题建立地方高校理论教学督
导指标，通过对三级指标打分的方式和计算公式最终

给出被督导教师的总评分并进行排名。本文提出的督
导指标和算法有利于客观、公正评价被督导教师的授

课水平，同时针对分数低的一级和二级指标提出相应

的整改措施，最终起到监督导向的作用。本文提出的
评价指标和计算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待改进，尤其

是赋予三级指标的权重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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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自我评价外，还包括教师要求别人对自己做出
评价。

当然在我国他评盛行的传统评价体系下，要发展
自我评价还是需要做出巨大努力的。第一，要引导教
师的自我提升的意识。很显然，没有自我提升的意识，
自然不会产生自主评价的需求。因此，学校应当促进
教师自我提升意识的发展，让教师主动规划职业生
涯，将自我的提升与学校的发展紧密关联起来，制定
合理的发展目标；促进教师正确看待自身的优缺点，
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培养教师勇于攀登的精神，不
囿于现状，敢于突破自我，迈向人生的一个个巅峰。第
二，培养教师的自主评价意识。自我提升需要避免以
自我为中心的过度自我，自我提升需要自主评价的警
醒和帮助，自我提升的意识需要和自主评价融合才能
获得最优的发展路线。第三，培养教师的自主评价技
术。自我评价包括自我反思和对目标的制定两个主要
步骤，然而教师普遍缺乏这两个步骤的操作技巧。学
校应该通过培训帮助教师了解重要的理论依据，熟悉
自我评价的方法。引导教师跟随时代的进步不断制定
能够满足教学要求的提升目标，引导教师学会在问题
中通过自我检讨找到避免问题和改善自身的能力，引
导教师主动征求他人评价。第四，构建全面进步的合
作关系。由于目前还没有办法摆脱现实条件的束缚，
他评的消极作用不可忽视，所以只有推动各个评价主
体的全面发展，才能更好的推进自评的发展。学校要

鼓励教师参与学校发展的规划，让教师与学校的发展
密切联系起来，增强教师自我提升的意愿，有利于自
评更好的执行。第五，舍弃“成败论英雄”的奖惩制度。
没有惩罚的威胁评价主体才能对评价对象做出更公
平有效的评价，评价主体才愿意更清醒的自我评价。
第六，给与评价过程适当指导。自主评价可能会由于
评价主体自身水平的限制，评价主体难以对自身做出
科学的评价，这时引导评价主体自愿接受指导就显得
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本文阐释了高职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
要求，讲述了高职学生人文素养的实践探索现状，针
对高等院校人文素养的培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阐述
了高职学生人文素养的发展变革途径，例如，合理设
置人文素养课程，使课程设置多样化；教师改变传统
教学方式，紧跟时代步伐；政府加大管理力度，完善实
践教学体系；更新高职学生的教学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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