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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本科教学督导实践反思

摘要：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是高校永恒的主题，教学督导作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
部分，凸显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以西南科技大学教学督导微观层面为切入点，剖析教学督导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改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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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为本，质量立校”是高校永恒的办学理念，

教学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命线，不断提高质量必须始

终贯彻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

传承创新等各项工作之中。科学教育学奠基人赫尔巴

特曾经说过：“如果不坚强而温和地抓住管理的缰绳，

任何课程的教学都是不可能的。”教学督导作为教学

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实现自我管

理、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基本教学管理制度。对高校

教学督导工作的讨论必须建立在对教学督导工作性

质的准确理解基础之上。高校的教学督导工作始于20

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不断发展与完善。按照巴尔

的定义，教学督导是专业性、技术性的服务，主要目的

是研究教学和改进教学的条件。[1]2005年全国高校教

学督导工作研讨会纪要中指出，教学督导是学校对其

自身的教学质量的监督、控制、评估和指导等一系列

活动的总称，属于学校对教学质量的内部监控行为。
一、高校教学督导现状

大多数学者从教学督导定位、功能、性质等宏观

层面论述教学督导现状，此处，笔者想以西南科技大

学教学督导主要工作为切入点，介绍教学督导的主要

工作内容与形式，从微观层面阐述教学督导的具体工

作，从而发现问题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与措施。教学

督导主要工作如下：

1.全面参与课堂教学督导。课堂是高校教学的主

阵地，坚持随堂听课常规督导不动摇，能够随时了解

全校的教学动态，把握教学现状。以2015年度为例，西

南科技大学校督导专家深入课堂听课共计2550人次，

覆盖全校3/5课程，能够较全面客观地评估学校的教学

水平。对于教学中涌现的优秀教师，其成功经验和好

的做法及时宣传与推广，对缺乏教学经验的教师进行

重点、集体听课、点评和帮扶。
2.参与期中教学检查。通过参与期中教学检查，了

解教学动态、师生诉求、学院做法等，及时有针对性地

采取通报、研讨等措施解决相关问题。
3.参与期末期初考试巡视。通过考试巡视有效地

防范考试中教学事故的发生，对于维持良好的考场秩

序、保持良好的考风考纪起到了推动作用。
4.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巡视。审阅部分学生

毕业设计（论文）材料，了解学院答辩程序和进行情

况，协助质量把关，确保毕业设计（论文）的整体质量。
5.到学院交流督导情况，参与青年教师的培养培

训。督导专家不定期到学院，与院领导、院督导专家、
师生进行交流督导情况，例如，学院邀请督导专家或

者督导专家主动联系学院的方式，与新进教师分享教

学心得体会和矫正课堂教学不良做法，引导青年教师

重视教育理论学习、转变教学思想、创新教学方法，促

进了青年教师迅速成长。
6.对教学大纲、教学课件和试卷做专项检查。2015

年度第一学期，西南科技大学校督导专家检查全校所

有课程教学大纲，共计2877份，并分别提出修改意见；

检查各学院（部、中心）多媒体教学课件共计1680份，

提出评价意见，并对课件检查各学院前10%与后10%

统计通报；检查各学院（部、中心）考试试卷约1000份，

给出分析报告。
7.实施例会制安排督导工作，实施专题会议制度

探讨督导问题。不定期召开督导工作例会，根据学校

安排，部署督导工作，探讨督导问题，反馈与交流督导

信息。

杜小静，张行泉

（西南科技大学本科教学督导委员会，四川 绵阳 621010）

134- -



教育教学论坛

EDUCATION TEACHING FORUM
201 7 年 2 月

第 7 期

Feb. 201 7
NO.7

Reflection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Supervis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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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the quality of talents training is the eternal theme of the University,

teaching supervision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highlights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the

status. In this paper,the micro level of teaching supervision i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in it,and put forward a more targeted and operable improvement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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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调研学习与交流。学校组织督导专家分别走访

了上海、西安、昆明等高校进行考察学习，获得较多外

校经验，并在工作中实践。通过搜集文献资料、查询高

校网站显示，高校教学督导的工作方式与内容大同小

异，从我校教学督导内容可以发现一些问题。
二、教学督导工作存在的问题

1.关于督导内容。从功能层面来看，督导主要有督

教、督学、督管，但是实际工作中往往重督教轻督学，

疏于督管。比如：督导对学生及专业方面信息了解太

少，在课程教学对学生就业影响方面了解不够。从督

教内容来看，重视理论课堂的督导，而深入实践教学

环节督导不够，尤其是缺乏对生产实习的督导。
2.两级督导分工不明确。二级学院督导的地位和

作用不明确，人员不确定。两级督导有效协调联动不

足，工作重复、效率低下。
3.督导队伍结构不合理。督导组成员年龄偏大，转

型不足，经验缺少，做法不统一。比如：有部分老师因

历史和自身原因不能用电脑，许多资料在电脑上无法

审阅，督导老师反馈信息、总结报告以手写材料呈现，

不能用QQ、微信等通讯方式，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工作

效率。
三、创新督导工作的探索

1.加强督导队伍建设，提高业务水平。遴选专业素

养高、教学技能过硬、有丰富教学管理经验的退休老

教授、老专家，聘用其他院校知名教授或第三方企业、
用人单位相关负责人充实教学督导队伍，完善督导队

伍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和知识结构，形成校内教师

与校外教师相结合的较科学、合理的教学督导队伍。[2]

定期组织督导人员参加校内外交流会议：加强与

兄弟院校的交流与合作；进行实地调研学习其他院校

教学督导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了解学校有关大政方针

和发展的动向，提高督导成员的业务水平。
2.建立指导与评价各级教研活动机制，畅通信息

反馈交流渠道。对各级教研活动提出要求、规划和总

结，鼓励学院、教研室、教学团队等在学科、专业、课
程、课堂、师资、新教师、说课、试讲、考试等方面广泛

进行教研活动，促进教研室真正为教学开展活动是提

升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
参与教学改革、教学管理及其他重大教学活动讨

论并提出建议，建立畅通的信息反馈交流渠道，建立

教学督导员例会制度，学期初、期中和期末各召开一

次例会，办好“教学督导简报”和教学督导网站，及时

发布和反馈督导信息。总结推广特色、成果，督促改进

不足。
3.建立本科专业教学信息员制度。学校成立由校

长牵头的各专业负责人成立的专业咨询委员会，每专

业聘1名学生，以大二、三为主，每学期定期开会2—3

次，平时以邮件、QQ群方式建立联系，及时收集本科各

专业办学情况，为评价、改进学校、各学院、各专业办

学工作提供意见。由学校本科教学督导委员会负责联

系工作，适当给学生劳务补贴。
专业教学信息员的工作：留心观察本科专业办学

工作状况，包括授课、实验、实习、设计等教学环节，收

集学生对学校和学院专业教学工作意见，及时反馈教

学信息，并向学校提出改进教学的建议。
4.建立各种实习场地有效监督机制。建立实习基

地走访、实习程序考察、设计环节抽查相关机制：对校

外生产实习基地进行走访调研，对实习程序、外出天

数、现场情况、成绩考核、经费使用等进行考察考核。
针对“实习时间、实习地点不能保证；经费不能保证；

实习基地不足”等问题进行实际情况巡查，提出改进

意见。
建立实验室走访、实验课考察、学生实验效果抽

查机制：针对“实验时间不能保证；实验成为演示试验

（老师做，学生看）；部分课程无法开出、开足实验（设

备不足、场地不足）”等情况，会同学院逐步排查，寻找

解决办法。
5.建立毕业生教学质量跟踪反馈机制。建立调查

问卷、座谈会、企业走访等相关机制：或由教学督导委

员会牵头，配合教务处、学工部、校友会或关工委等部

门开展工作，全面、及时、准确了解本科专业办学情

况。
6.构建校院两级教学督导有效协调联动机制。由

学校层面制定政策保证二级学院督导体系的建立、劳
务发放、工作评价有效进行，发挥学院督导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实施校、院两级教学督导的明确分工和有

效协调。建立校、院两级教学督导监督机制，并考核

校、院各级领导听课、深入实践的记录。积极发挥校院

两级督导的功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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