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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依据某高校一线教师及教学督导的问卷调查

数据，从组织建设、工作职能、工作依据和工作机制四个维

度，对高校教学督导工作模式的有效性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表明现有工作制度缺乏有效发挥，工作机制有待多层

次深化。本文建议破除以听课为主的单一形式，丰富和创新

多种教学督导工作形式；细化规章制度，实现指导性评价；

多重理解“全程”概念，优化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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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of

teachers and teaching supervisors, from the four main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 function, basis and mechanism,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eaching supervision mod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s carried ou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urrent rules and regulations need to be more specific, and

the mechanism needs to be deepened. We should break the sin-

gle lecture-based form, enrich and innovate it, perfect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order to realize guiding evaluation,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whole" from multiple aspects, and optimize the

work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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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是目前高校发展的主题，为确保教

育质量稳步提高，高校教学督导工作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

成为质量监控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教学督导的工作效果、

职能实施的具体形式、现有制度的落实执行、工作机制的层

面覆盖，均是涉及具体执行并且关乎工作成效的问题。基于

上述问题，为提高教学督导工作模式的有效性，课题组基于

某大学进行调查研究，寻找问题解决的办法。

1 研究设计

为了解大学教学督导工作的成效，找到存在的问题和

改进路径，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辅助访谈的方法，探讨组织

队伍的人员结构质量、工作职能高效发挥的形式、现有制度

的执行方式，以及工作机制的多层次内涵。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某高校的教师，采用便利抽样的方

式发放问卷 100 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98 份。在参与调查

的 100 位教师中，有 50 位教师为入职不满 5 年的青年教

师。此外，本研究同时还对 30 位校院两级教学督导进行了

调查。

1.2 研究过程与方法

调查工作共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进行理

论讨论和问卷、访谈提纲设计，第二阶段进行问卷和访谈提

纲的反复试测与修正，第三阶段为正式调查阶段。

1.3 研究的问题

对高校教学督导工作模式中的组织建设、工作职能、工

作依据和工作机制四个主要维度进行调查研究，根据研究

现状和存在问题，具体探究如下四方面问题：

（1）现有教学督导队伍是否对教师产生了有效影响？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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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队伍的人员结构和个人素质是否达到最优？

（2）教学督导工作的方式、方法能否支撑相应职能的发

挥？

（3）教学督导工作是否有据可依？其指导督导工作的实

际效果如何？

（4）教学督导的工作机制在哪些方面可以改进？

1.4 问卷调查的信度

在组织建设、工作职能、工作依据和工作机制四个维度

上，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 0.872，各因子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介于 0.635－0.747 之间，这说明由这四个可比维度

所构成的“教学督导工作模式”测量工具具有良好的信度。

2 调查结果及分析

2.1 对组织建设的调查，关注工作效果

对组织建设的调查是从教师对教学督导的总体评价开

始的，目的是看现有督导队伍是否对教师产生了有效影响，

督导队伍的人员结构和个人素质等方面是否达到最优。在

“您认为教学督导在促进教师发展方面的作用”一题中，有

43.9%的教师选择了“较大”或“很大”两个选项，比重最大的

“一般”这个选项有 48.0%的教师选择，最后还有 8.1%的教

师选择了“不大”选项，如图 1 所示。由此可见，教学督导在

促进教师发展方面的作用一般，教师仍有不满意的地方。

图 1 教学督导在促进老师发展上的作用

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调查发现 27.6%的人

认为“督导工作形式大于作用”，另有 17.3%的人归因于“督

导个人素质参差不齐”，这是相对集中的两个原因。可见，部

分教师认为有的督导工作态度不认真、工作流于形式。针对

督导选聘中的人员素质问题，课题组特设置问题，调查最为

教师看重的个人素质，结果有 92.9%的人选择了“责任心强，

考评公正”。可见，工作认真、有责任心、公平呈现考评结果

是教师最为看重的教学督导个人素质。这里，教师泾渭分明

地指明，并非所有督导都缺乏责任心，而是存在差距，有的

督导态度认真、指导细致，有的则有时缺乏工作热情，听完

就走，疏于指导，放弃了督导工作的一块主要阵地。

除了问卷调查中发现的原因，本研究还结合教师访谈

的结果了解到，教师普遍认为学校督导总体数量不多，督导

个人又必定在一定程度上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使得听课

次数受限，与教师的沟通交流自然也受限，阻碍督导作用的

有效发挥。

2.2 对工作职能的调查，关注职能的发挥方式

适当的方式、方法有利于工作效率提升。在“您亲身经

历过的教学督导工作形式有哪些？（可多选）”题目中，所有

教师都选择了“听课”，并且有 38.8%的教师仅经历过听课这

一种督导工作形式。其他工作形式的选择频次骤然减少，难

过半数，如图 2 所示。其中，排名第二的工作形式是“教学档

案检查”，接下来依次为“座谈会”、“访谈”、“巡考”以及“开

展授课竞赛”。这说明目前教学督导工作形式略为单一，听

课稳居榜首并遥遥领先，其他工作形式运用颇为有限。

图 2 教学督导工作形式选择分布图

对最主要的工作形式“听课”进行深入调研。在“听课或

其他督导形式实施后，督导有无及时给出意见和指导？”一

题中，69.4%的教师选择“每次都有”，17.3%选择“经常有”，

14.3%选择“偶尔有”，仅有 1 位教师选择“没有”。在指导方

式上，选择“面对面交流”的为 98.0%，其中有 12.5%的人同

时选择了“书面形式”。另外还有 10 人选择了“会议（座谈

会）形式”。这说明大多数情况下督导都会在听课后立即与

教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及时给出改进课堂教学的意见和

建议，而课堂之外其他形式的交流相对较少。

上述结果显示，教学督导在履行督查职能时主要采用

的工作形式为听课，并且有近七成频率会在听课后当即与

教师进行交流，给出意见和指导。访谈结果也同时证明，督

导对全体教师的听课覆盖率已经达到 100%，特定情况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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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新教师上课、资格审查等，还会多次跟踪听课。课堂是

教学的主阵地，但仅以听课一种形式为主、忽视其他形式的

发挥，可能会削弱督导在促进教师发展上的作用。

2.3 对工作依据的调查，关注现有制度的有效发挥

对 30 位校、院两级督导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以获得

他们对工作依据相应规章制度的看法。在“教学督导工作是

否有相应的制度文件？”题目中，所有督导都指出学校有相

关的制度文件。在“贵校的教学督导工作的规章制度文件是

否健全？”问题中，96.7%的督导选择了“比较健全”或“一般”

两个选项，其他选项几乎没有督导选择。可见，教学督导普

遍认为本校的规章制度位于中游水平，仍有不尽人意之处。

部分督导在访谈中提出问题在于：第一，“《教学督导工作条

例》对开展督导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做出规定，比较全面，但

是在细节问题上还有待加强。往往是给出了宏观原则，具体

落实上有时督导们特别是新晋督导会不知如何落实”；第

二，“我校很重视教学督导工作，为了提高工作水平，保障教

育教学质量，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但是由于学科专业不

同，评价标准也应有区分，各院督导在实际工作中，还需要

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制度的改革创新是一方面，但深入理解、落实、有效发

挥现有制度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当下工作中的问题往往并

非制度缺失，而是未有效落实造成的。

2.4 对工作机制的调查，关注多层次

“全程覆盖”是督导工作机制的基本内容之一，其中“全

程”包括哪些层次和环节是一个重要问题。在“您希望教学

督导通过何种方式指导您？（可多选）”问题中，研究发现工

作 5 年以上和不足 5 年的新入职教师态度有明显差异。就

青年教师而言，94.0%选择了“教学方法”，而选择“职业生涯

规划”的多达 82.0%，还有 62.0%选择了“指导备课”，这反映

出青年教师渴望教学督导在各方面对自己给予全面指导。

而在工作 5 年以上的教师群体中，选择“教学方法”的居多，

其次是“指导备课”，对职业生涯规划不甚关注。提出职业生

涯规划和教学方法两个选项，是由于课题组在调查问卷的

试测阶段对部分青年教师曾进行访谈，在访谈中有教师提

出了此方面要求，希望能有经验丰富的督导前辈指引自己，

特别是刚入职的前 5 年，希望能有人告诉自己应该做好哪

些方面，应该参与什么样的活动等。还有教师希望督导能够

在备课阶段为自己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希望听取督导对自

己教案的意见和建议。

3 结论与建议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第一，在组织建设方面，目前采

用校、院两级教学督导体系，在七、八位校级督导带领下，各

个学院又根据实际情况补充院级督导七至八人。但即使如

此，若想充分满足教师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广大青年教师渴

望经常获得督导指点的愿望，现有督导数量仍然远远不足。

此外，督导时间、精力有限，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需要

督导具有极大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认真对待此项工作，公平

公正地评价教师的教学能力。第二，在工作职能方面，督导

的主要职能包括监督、检查、指导、评价和服务决策。其中，

在发挥检查、指导职能时工作形式略显单一，随堂听课仍然

是主要方式，同随堂听课相比，教学档案检查、座谈会、讲

座、授课竞赛等其他工作形式都稳居下游。第三，在工作依

据方面，各项规章制度齐备，但是在内容的具体落实和因地

制宜上仍然具有上升空间。第四，在工作机制方面，注重多

层次的全程覆盖，学校层面与个人层面、教学层面与职业发

展层面相结合。从教学档案检查，到课堂教学及实验课教学

检查，到各个实践教学环节检查，再到各种教师座谈会、授

课竞赛等，这是学校整体教学工作层面的全程覆盖。此次调

查发现，教师对“全程”还有另外的理解，他们更为关注的是

个人发展计划的“全程”指引，以及讲课前、中、后的“全程”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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