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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学督导作为高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教学和教学管理起到了重要的监督和指导的作用。
文章首先分析了信息反馈机制及其意义，其次通过探究教学督导信息反馈工作存在的不足，提出一些加强教学督导

反馈工作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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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命线，要提高本科教学质量，高校

必须建立切实有效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教学督导作为教学

质量监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教学和教学管理起到了

重要的监督和指导作用，使学校的教学管理和教学秩序更加

规范化。随着学校的教学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入，督导工作逐

渐显现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要求我们不断完善反馈机制，

使教学督导工作上一个新的台阶。
一、信息反馈机制及其意义

教学督导团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深入到各个教学领域，

检查并发现影响教学质量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条件等问题，及

时向学校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由于教学督导长期处在

教学第一线，能及时了解到有关校风、教学和教学管理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是信息的收集者也是传递者。他们将这些收

集来的信息及时、客观地反映到教务部或相关职能部门，促

进各种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有效促进了教师、学生和管

理者三方形成良性互动，使他们全面了解教学工作，从而有

效推动教学质量与教学管理水平的提高。
二、教学督导信息反馈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教师和领导对督导工作不够重视

教学督导团是联系学校和各院（系）、广大师生的纽带。
专家们有很多好的思路、想法和经验，也有许多代表院（系）

和师生的困难，都需要及时反映。但教学督导往往感觉不知

往何处反映才能使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信息反馈制度的目

的是在教学过程及管理的检查、监督过程中，能及时发现这

些共性和个性问题，以便提出拟改措施，及时纠正教学过程

中出现的偏差。教师作为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实施者和主导

者，有些对教学督导信息反馈制度及其对教学的重要意义认

识不够，在思想上排斥教学督导员听课检查，对专家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难以接受。
另一方面，部分院（系）领导没有重视督导反馈工作，对

教学督导员提出的异议和专家们提出的问题，没有认真、负
责地调查取证，也没有秉着“有则改进，无则解释、沟通”的原

则，而是将反馈信息直接转发到教师手中，甚至让有问题的

教师直接找听课督导员，以推脱责任。
（二）管理制度不完善

健全的组织机构、完善的规章制度是保证教学督导信息

反馈机制实施的先决条件。教务部是校教学督导团联系单

位，对全校的督导信息反馈工作进行统一组织、协调和管理，

确保整个教学过程按照专业培养目标要求进行的部门。学院

（系）领导机构主要负责本单位信息处理的具体事项。这两级

机构对所反馈问题的重视程度，对督导员的评价，都直接影

响到督导员开展工作的热情。
（三）反馈信息落实不到位

教学督导收集来的信息成为了师生反映问题的渠道，但

收集来的信息，督导员认为有的解释不能满足学生希望值，或

者问题解决不了，只能当“二传手”。从学院（系）反馈回来的

回复可以看出个别院（系）已略有情绪，教学督导员收集的信

息如何广泛、深入到各个环节，还有待探索。对于受理单位提

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能否落到实处，还有待调查和总结。
三、如何加强教学督导信息反馈工作

（一）规范信息反馈程序

首先，教学督导员深入教学一线，通过听课、调研、座谈、
师生接待等方式，认真、全面、客观地填写并上交记录表。然

后由教务部将记录表汇总后连同反馈表一同转发给学院

（系） 领导或者职能部门。学院领导在做好反馈工作的基础

上，最重要的是狠抓问题的解决并落实。学院（系）作为教学

的第一责任人，应在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二）完善激励机制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实现奖惩分明，是促进教学督导

员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专家们所反映出学院（系）、教
师、课堂秩序等方面的情况，通过教务部的“本科教学信息通

报”或者网上等方式及时通报，以鞭策学院（系）和有关职能

部门改进不足。同时，学院（系）领导应重视本科教学，对教学

过程中尽职尽责的教师肯定其成绩，并作为推广典型。
（三）强调教学反馈信息的时效性

教学信息反馈是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中很重要的一个环

节，确保信息的及时、有效性，以便更好地发挥督导作用。这

些收集来的信息十分宝贵，可靠，在以往的工作中，教学督导

对课堂教学听课、期末考试巡视等记录，往往要到学期末才

统一交到教务部，部分问题由于时间相隔太久，调查了解起

来难度很大，问题就无法追溯、落实。现在学院采取及时反

映、及时处理的形式，已初见成效。
总之，加强教学信息反馈工作，对每个环节的教学都进

行完善和落实，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完

善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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