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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背景下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质量监控反馈体系的构建

——以新疆科技学院为例
彭晶晶　耿　贺　王多亮　李建光

新疆科技学院　新 疆　库尔勒　841000

摘　要 ：教学质量监控是学校进行教学质量管理的重要举措，对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新疆科技学院紧紧围绕人才培养

目标要求，在数字赋能背景下，逐步集成“决策、监控、反馈、持续提升”多层系统的闭环式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为提高教学

质量、促进教学和管理改革提供有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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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质量是衡量高校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的

根本标准，加强教学质量监控，是促进教学质量提升实

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措施。2023 年教育部办公厅

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其中明

确指出要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数字化，促进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深度融合，推进数字化赋能教学质量提升。

关于高校教学质量监控反馈体系的研究，不同学

者基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英国学者埃尔顿提出教学

质量监控模式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涉及教学和教学

管理的主要过程和所有人员，体现出教学质量监控的

全过程性和全覆盖性的特点。德国克劳斯·安德布瑞奇

认为在很多领域教育质量管理具有长期的目标性，教学

质量监控与管理是高校管理的中心。王艳（2023）基于

OBE 理念构建数字赋能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实现科学精

准评价，发挥评价体系的动态和及时改进作用 [1]。祝

利芳（2021）通过引入 PDCA 循环，将应用型高校的职

能部门划分为“教育教学管理”与“教育教学服务”两

个系统，在教学管理与教学服务双系统协调运行的体系

下，有效保障教育质量 [2]。贠禄（2022）等发现应用

型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存在教学质量标准、监控运行、

质量评价及改进提升上的问题，认为要构建自我评价为

基础的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3]。杜延涛（2023）立

足教育数字化时代，提出充分搭建“五位一体”数字化

保障系统、推进“系统共治”数字化保障机制、建立科

学育人数字化保障生态、发挥现代数字化技术保障优势，

实现教育组织互融互通、多元合作 [4]。莫琦等（2020）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从教学质量标准、

组织、监控、评价、反馈、调控出发，构建“跟进式教

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推动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5]。

王海勇（2020）利用大数据处理技术，将日常教学质量

监控积累的教学信息和基础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实现教

学质量监控与反馈体系构建 [6]。

当前学者多是从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进行研

究，对高校教学质量监控反馈体系研究较少，特别是从

地方应用型高校的视角出发分析教学质量监控反馈体系

的构建缺少详细的分析。新疆科技学院做为应用型本科

院校，紧贴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需求，不断

完善“决策、监督、反馈、改进、提升”多层系统的闭

环式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持续推进教育教学质量建设，

以期为地方应用型院校教学质量监控反馈体系提供参考
[7]。

一、地方应用型高校教学质量质量监控反馈体系

应用现状分析

随着时代的进步，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经济

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人才需求也在逐渐增加，新疆科技学

院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结合行业技术发展及人才需求，

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作为

基本依据，建立“自己的尺子”，树立“基础理论实、

应用能力强、实践技能优”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围

绕人才培养关键环节，把握“条件 + 过程 + 产出”三类

关键要素，建设条件质量标准、过程质量标准和产出质

量标准，形成涉及学科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

课堂教学、实习实训、人才培养方案等教学标准，将日

常评价与专项评价、定期评价与不定期评价、学院评价

与学校评价、教学督导、同行评价与学生评价纳入教学

质量常态化监控管理，有效保障教学全过程质量的提升。

但目前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还存在不足，特别是教学质量

监控数据信息的运用和结果反馈运用于闭环管理的实践

还有待加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学质量监控机构及人员的职责未覆盖应

用型人才培养全过程，重视理论课堂的评价，轻视实践

教学的监督。学期末开展学生评教、教师评学、督导评

价较多，对涉及课程教学内容是否符合毕业要求的支撑

度、目标达成度等方面的监督评价并不多。

（二）校院两级教学质量监控人员的培训不及时，

切实了解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督导人员相

对欠缺，且校内层面的质量监控与评价忽略了不同学科

专业间的差异性，对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成效及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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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较少。

（三）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结果运用于教学质量

持续改进效果不明显。教学运行过程中质量监控与评价

多局限于基础教学信息的数据统计，而运用数字化处理

技术对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态度、教学管理

等方面提出有效改进措施与建议不多，对督促落实改进

闭环监督体系还不完善。

二、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质量监控反馈体系

的构建

（一）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质量监控反馈体

系的基本架构

根据“凡事有组织、凡事有标准、凡事有程序、

凡事有监管、凡事有改进”的原则，运用现代教学质量

监督管理理念，建立健全以校内教学专项评估（检查）

为抓手，以校外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为推力的教学质

量保障体系，实现全方位保障、全过程控制、全员化参

与、常态化监测、持续改进的教学质量监控反馈体系，

包括教学质量职责系统、教学质量目标与标准系统、教

学资源管理系统、教学过程管理系统、教学质量监控系

统、教学质量评价系统，六个子系统相互依存、环环相

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学质量闭环监控反馈体系。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动态运行系统

（二）教学质量监控反馈体系的实施

1. 组织机构保障有力。为加强对教学质量监控工

作的领导，以教务处为中心、各二级学院为外环构建管

理同心圆，从制定标准到持续改进全员全过程参与质量

监控保障，形成校院两级教学质量监控管理组织。新疆

科技学院成立教学督导委员会，运作智慧督学平台实施

智能化督导，对全校教师分专业进行专项督导，通过“背

对背”方式评价教师的课程思政、课程设计、课堂规范

等方面进行评价。

2.质量标准制度完备。制定《本科教学工作规范》，

对教师课堂教学各环节提出明确要求；制定《课程教学

质量评价办法》，明确规定课程教学质量评价由学生评

价、督导评价、同行评价和教学单位评价四部分组成；

制定《毕业设计 ( 论文 ) 工作规定》，对指导教师的工

作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条件。

3. 检查监控执行严格。学校构建由教学督导和

“1+4”检查机制组成的质量监控反馈系统，每学期开

展教学常规检查（教学准备、教学进度、辅导答疑、作

业批改、课程和教学方法、考核方法改革等）加四个专

项检查，毕业论文（设计）、实习实训、实验教学、课

程考核，实行全方位、多结点、多视角、长周期的监控

和评价，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提升学校教风、学风、

考风。

每学期校级教学督导专家累计听评课达3374节次，

136535 人次，毕业设计（论文）检查 2 次，全校性教

学档案检查2次，校领导和中层干部听评课达312节次，

形成全面监督指导教育教学工作的良好局面。

4.及时反馈实施有效。通过现场观摩、听课等方式，

客观分析授课教师教学计划、课程资源、教学要求、教

学设计、教学评价等身优缺点，提出合理化改进建议，

帮助授课教师优化教学，提升教学质量，并召开座谈会

听取各教学单位和授课老师反馈的意见和建议，努力实

现教学“监控 - 反馈 - 改进”闭环建设，近几年向院系

反馈重要听评课意见建议 2458 余份 ( 条 )，发布督导

通报 34 余期，形成了日常教学质量信息的及时反馈机

制。如 : 通过“今日校园”，被督导教师可第一时间查

看听评课意见建议进行整改，推动了教学质量管理工作

的高效运行 [8]。

三、教学质量监控反馈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质量监控不平衡

教学质量监控多偏重于理论课堂教学，而对其它

实践教学的监控较少。大多数高校对教学质量的监控是

对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某一或某些方面独立进行监控

管理，尚未对教师和学生课前、课后构成一个完整的教

学质量监控。 

（二）教学质量评价不尽全面 

教学质量监控中评价指标多为定性指标，且评价

过程人为因素较重，对教学质量的综合评价及分析难以

真正达到科学性和专业性，影响授课教师教学积极性和

教育质量的改进。

（三）教学质量监控实效性差

教学过程中教学数据信息的采集、分析、处理和

反馈多以人工为主，特别是数据的整合和分析方面，未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手段对教育教学全过程进行

精准、高效的监控与管理。

四、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质量监控反馈体系

在实施中应采取的措施

（一）坚持全过程全方位督导

明确校院两级教学督导工作职责，定期沟通交流，

形成统一管理，明确分工、齐抓共管、形成教育教学督

导工作新格局。校级教学督导主抓教学改革发展的全局

和方向，为改进教育管理理念、优化教育决策方法、指

导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院级教学督导以学科专业建

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为重要抓手，优化学科专业布

局，完善课程结构设计、充实教材内容贴合教学实际，

培养学生学术水平和科学素养的提升，增强科研能力、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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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全质量评价监测体系

建立以综合素质提升导向的科学评价体系，从学

校、学院、督导专家三个层面对教师课堂教学、实习实

训、教学科研、学业考试、学术论文等方面开展全周全

过程的教学质量监控与管理。

（三）形成持续改进质量闭环

通过召开校院两级教学督导工作例会、教学督导

专题会议、学生信息员、师生座谈等方式，积极搭建学

校、学院、职能部门、教师、学生有效沟通的桥梁，多

渠道地交流反馈教学督导信息。定期发布教学督导工作

通报，及时发现问题、反馈信息、督促改进，学校的教

学工作形成了持续改进的 PDCA（计划—执行—检查—

改进）质量闭环，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

五、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基于数字化的地方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反馈

体系，紧密对接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全面整顿本科教育

教学秩序，严格教学过程管理的新要求，注重数字化处

理技术在教学质量监控与分析中的应用，加强人才培养

各环节全过程的监控和信息采集，并通过持续闭合运行

和质量监控信息的关联深度分析及反馈改进，形成了一

个全员参与且突出“决策、运行、监控、改进”过程的

闭环系统，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的有效达成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丰富了地方应用型高

校质量保障体系的内容，夯实了“守规矩，拒造假，真

付出”的教学底线，促进了“敬畏教学，珍惜教学，热

爱教学，良心教学”的良好风尚和教育教学生态环境的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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