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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督导在专业认证持续

改进质量监控中的作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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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持续改进是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三大核心理念之一，而内部质量监控是持续改进的重要环节。本文介绍了
南华大学教学督导在学校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持续改进之内部质量监控的制度保障及过程实施情况，阐述了其所发挥的

督教、督学、督管理作用及其产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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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大学现有７５个本科专业，其中工学４１个专业中，６个被列为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
施专业。２０１４年初启动安全工程专业认证，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日～５日教育部安全工程专业认证专家进校现
场考查。在一年多时间里，学校教学督导团完成安全工程专业认证准备的教学工作督导。２０１５年上半年，
按照教育部有关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要求［１］，对第一批４个试点专业实施了校内专业认证。
在上述专业认证工作中，学校教学督导团按照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监控的总体要求，遵循专业认证持续改进

内涵标准，通过督教、督学、督管理，发挥了内部质量监控对于持续改进的促进与保障作用。

１　教学质量监控与工程专业认证持续改进的内涵及其关系
１．１　教学质量监控内涵

教学质量监控是达到教学质量目标的过程［２－３］，它以教学质量评价为基础，通过相关的组织机构，

按照确定的程序，对影响教学质量的一些要素和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检查、评价、反馈和改进，以确

保教学工作正常有序。对教学质量进行监控，是实施教学质量管理的重要手段，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

保证。

从内容上看，教学质量监控包括教学管理、教学过程和教学对象监控，其具体要素各有侧重又相互

联系。对教学管理的监控，需要评价教学质量要求和教学质量标准构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评价各项标

准要求执行的严谨性和有效性，以引导教学管理者在教学质量形成中发挥促进作用。对教学过程的监

控，需要评价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能力和教学效果，以引导教师在教学质量形成中发挥主导作用。对

教学对象的监控，需要评价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条件和学习成效，以激发学生在教学质量形成中发挥

主体作用。

南华大学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由决策系统、运行系统和评估系统构成（如图１所示）。评估
系统包括教学评估中心、教学督导团和第三方评估机构，教学督导团在教育教学评估系统中起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是内部质量监控的重要力量和主要形式，对于专业认证持续改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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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南华大学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１．２　工程专业认证持续改进内涵
专业认证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获得认证结论既是前一时期教学改革、教学建设的终点，又是后续改

革、建设的起点。专业认证的自我检查和自我评估是专业自省的过程，是教育教学不断深化改革的过

程。自检和自评需要对照标准对本专业进行梳理、总结，发现问题、不断改进，最终实现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的根本目标。因此，持续改进是专业认证的恒常主题，是核心理念之一［４］。

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持续改进作为认证的七大一级指标之一，包括了明确的任务要求：第一，建

立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制。即各个主要教学环节必须确定质量要求，通过教学环节、过程监控和质量评

价来促进毕业要求的达成；对课程体系设置和教学质量进行定期的评价，发挥内部质量监控的作用。第

二，建立对毕业生的跟踪反馈机制，建立高等教育系统以外有关各方参与的社会评价机制，定期评价培

养目标是否达成，发挥外部质量监控的作用。第三，能提供评价结果用于专业持续改进的有关证明。

１．３　教学质量监控与专业认证持续改进的关系
教学质量监控与专业认证持续改进，二者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完善培养过程，保证培养质量；二者主

体不同，前者以专业以外的教育教学专家为主，后者以专业教师、学生和教学管理人员为主；二者内容高

度关联，教学质量监控为专业认证持续改进提供评估信息，提供整改建议，提供规范指导，甚至提供助推

动力，而专业认证持续改进则成为教学质量监控的工作落脚点和效果生成器。

２　教学督导对于持续改进的制度保障
２．１　信息采集制度

常规“三期”教学督查：期初，对教师教案、授课计划、课件等教学准备工作完成情况，实验室开课准

备情况、教学条件保障、设备运转、教学环境和后勤服务等日常情况进行检查，还对学籍管理和异动处理

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期中，检查教学计划执行情况、教学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以及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期末，对考试命题、巡查、试卷批阅、分析与反馈、成绩录入等进行检查，及时发现教师教学工作中出现的

问题。

实践环节专项督查：检查教师在实验教学、课程设计、教学实习及毕业设计等实践教学环节中存在

的问题，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督导。

日常听课、访谈、督查：平时深入到教室听课，以最直接的方式了解教师的课堂教学方法及组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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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到学生、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中间，观察学生学习、课外活动状况，了解学生专业思想状况及需

求，征求教师及管理人员的意见，找出教学中存在的共性问题等。

通过上述方式的综合运用，更加广泛收集、准确了解教、学、管等情况，为有效进行教学督导监控打

下信息基础。

２．２　状态分析制度
督与导结合：督导团成员既能及时发现问题，又能与教师及管理人员一道分析研究问题，形成解决

问题的方案。

督与教结合：督导团成员把督导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分门别类，专项研究，形成总结，反馈教育

教学职能部门，以便进行教学调节和决策。

个人与专业结合：督导团成员按专业进行分组（我校分为理工科组、医科组、文管组），使督导专家

个人所督查的专业课程尽量与自己的专业领域相近，确保教学督导工作的科学性。

２．３　信息反馈制度
学期开学时，分管教学副校长主持召开有教务处、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医学部及督导团全体成员参

加的教学督导工作会议，全面布置学期教学督导工作；学期中，教学督导团每月召开一次工作例会，对教

学月督查中收集的信息及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汇总，提出建议，形成月督导简报，及时送达学校领导，

并在学校每月召开的教学院长工作例会上，向相关职能部门和学院进行反馈；学期末，在由分管教学副

校长主持召开的学期督导工作汇报会上，教学督导团对学期督导工作计划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和

汇报。

３　教学督导对于持续改进的过程实施
３．１　直接督教

教学督导积极参与学校教师教学信息监控专家评教活动，对教师在教学环节中是否围绕毕业要求

达成及产生效果进行评价，发挥“督教”作用。

学校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成立了教师教学信息监控专家组，校督导团成员为专家组成员，主要负责教

师教学信息的收集、整理，对教师教学进行评价及向教务处反馈，以便更好地持续改进。

学校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根据专业认证标准，设计了包括与教师课程教学全过程有关的课程教学大

纲（实验大纲）、教学日历、课程教案、课堂教学（教学方法、教学组织）、课程考核、实验教学、教学实习、

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方面在内的多项指标，教学督导团成员每学期末参与学校教师教学信息监控专家

评教工作，对专业任课教师在上述教学环节中是否围绕毕业要求达成及产生效果进行评价。这些信息

是教师教学信息监控的重要来源，其评价结果是教师进行教学持续改进和调控的依据之一。

３．２　间接督学
学校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成立了学生教学评价信息组，教学督导团从学生教学信息渠道及时掌握学

生对教学的需求和意见，通过分析问题原因，提出解决建议，反馈学校改进，充分发挥学生教学信息监控

在持续改进内部质量监控体中的重要作用。

学生教学信息监控是教学质量监控的另一重要信息来源，是以学生为中心、以结果为导向的 ＯＢ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Ｂａｓ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教育教学理念的具体体现。

学校教学督导团配合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教务处等教学管理部门，按照专业认证标准要求，设计出

包含教师教学状态（精力投入）、课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专业引导以及教书育人等项目内容，

在本专业学生中，每学期对专业授课教师的教学过程进行评价。调动学生参与评教是促进学生更加主

动学习的过程，也是教学督导的间接“督学”。

督学信息的反馈为教学质量评价及改进决策提供了较为准确的信息依据，成为了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持续改进内部质量监控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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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重点督管理
按照专业认证标准要求，督促教学管理部门修订完善相关教学及专业建设文件，为教学运行监控提

供基本依据。

国家工程专业认证２０１２年版标准对毕业要求规定的是１０条，而在２０１５年３月，又修改为１２条。
面对标准的变化，学校教学督导团在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中心的领导下，加强了对教学院系的教学“督管

理”力度。２０１５年，先后４次到环境保护与安全工程学院安全工程系，２次分３组去机械工程学院、电气
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城市建设学院、数理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工程训练中心、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及外国语学院等专业／公共基础课学院，提出要按照专业认证标准及卓越计划实施等专门要
求，修订和完善有关教学及专业建设管理制度，在修订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执行教学任务、专业教师职

责（含专业引导）、规范教学过程、开展实践教学等方面，形成符合专业认证要求的可操作的规章制度。

特别是针对２０１５年６月份开展的学校４个卓越工程师计划试点专业校内认证和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２０１５
年７月“安全工程”专业认证持续改进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重点督查、督导了学院修订专业培养方案和
卓越计划培养方案，修订课程体系，以及对卓越计划进行课程整合，确保在内涵上达到人才培养要求。

教学督导团依据学校的制度和文件，对每一教学环节进行严格督导，包括对落实教学任务、制定授

课计划、撰写教案、课堂教学、考试、实践教学、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及履行专业教师职责等各环节进行全

程质量监控，及时总结并向相关教师及职能部门反馈信息，以便进行调节和改进。

４　教学督导对于持续改进的初步成效
４．１　专业建设重点更突出

自教学督导团对学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核工程与核技术、电子信息工程、软件工程等４个
第一批卓越工程师试点专业实施校内专业认证以来，针对认证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采取问题倒逼的方

式，定期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及教学学院不断整改，形成了持续改进的良性动态循环。通过督教、督学、督

管理，相关学院、专业系进一步明确了专业办学的目标，找准了现有专业建设与专业认证标准要求的差

距，明确了今后持续改进的方向。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学校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软件
工程及化学工程与工艺等４个工科专业已向教育部递交了２０１６年接受专业认证的申请，其中化学工程
与工艺已获批申请，并将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上旬接受教育部专业认证专家组的现场考查。
４．２　教育教学运行更有效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日～５日，学校安全工程专业接受了教育部专业认证的现场考查。在现场考查意见
反馈会上，专家组对学校安全工程专业认证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在七大一级指标之一的“持

续改进”方面，专家组认为：学校建立了教学质量监控机制，学校教学督导团与相关机构能相互协调、各

司其责；每个教学环节有明显的质量要求；建立了专业的评价体系，并能将评价结果用于持续改进，教育

教学有效运行。学校安全工程专业已获得３年有效期的专业认证通过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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