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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督导制度最早起源于17世纪美国马
萨诸塞州的教师聘任和检查制度。教育督导
的职能主要包括监督职能和辅导职能。监督
职能是指各级督导人员对教育政策法规执行
程度的考察与监督。

1802年，法国拿破仑政府颁布了《国民教
育总法》，以法律形式规定：国家设立国民
教育督导总署，教育督导的职责是监督各级
教育机构、学校管理和教师考核。

1939年，英国政府第一次
任命女王督学。

《1944年教育法》

《1992年学校教育法》

《2005年教育法》

《2006年教育与督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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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邓小平在
关于《教育战线拨
乱反正问题》的谈
话中提出建立教育

督导机构

1986年《义务教育
法》颁发对教育督
导制度和教育部督
导司的成立发挥了

推动作用。

1991年《教育督导
暂行规定》成为教
育督导政策的基本

政策。

1995年《教育法》
明确规定“国家实行
教育督导制度和学
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教育评估制度” 。

《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中再次明确完善督
导和监督问责机制，
进一步健全教育督

导制度。

2012年，国务院决
定成立全国教育督
导委员会成立，负
责研究制定国家教
育督导的重大方针、
政策，审议国家教
育督导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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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与评价系统是高校教学质量监控、评

估与指导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它通过对教

学活动及教学管理全过程进行检查、监督，

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分析指导，完善的教学

督导制度与有效的督导策略，对于促进学校

整体学风、教风的提升，帮助教师更新教育

理念、改进教育方法、调整教学方式、促进

教师专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大学质量保障体系构架

决策指挥
系统

教学运行
系统

资源保障
系统

监督与评
价系统

信息反馈
系统

教学理论
研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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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有教育教学目标、教学资源管理、教学过程和教学质
量监控四个系统，教学督导主要负责教学过程中的课堂教学质量监控与
评价，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承担着教学质量监控、分析与改进的责
任。

质量保障体系有五大系统，即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系统、质量信息收
集系统、质量评价与诊断系统、质量信息数据处理系统、质量保障信
息反馈系统，教学督导负责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系统的工作。

学校教学委员会下设的教学督导组负责，工作职责体现了日常督导和专
项督导相结合，有随课堂听课，也有重点调研督导活动；督教与督学相
结合，既督导教师的教，也督导学生的学，对于改进教风、学风发挥了
很好的作用；督导与评估相结合，通过评估，强化督促改进教学与管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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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中南大学教学质量督导委员会章程》完善督导制度、优化督导队伍

、创新工作机制、拓展工作职能、明确督导工作职责、工作要求，构建了

以质量提升为目标的教学督导闭环体系。实现教学质量评价与教学方法引

导相结合、课堂局部评价与课程专项调研相结合、师生需求分析与教学双

主体发展相结合。

明确督导专家的聘任条件、任职期限、职责权限，给校级教学督导委员会

专门设立独立的办公场所，为督导开展工作提供充分的条件保障。各学院

在《教学督导组工作条例》基础上制定教学督导组工作实施细则，使校院

两级教学督导工作进一步深化、细化、协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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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先进理念为指导，组建评估中心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发布

《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宣言，提出“把学生及其需

要作为关心的重点”

 大会预言“以学生为中心”的新理念必将对整个21世纪高等教

育产生深远影响

 “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带来了课堂教学模式、教学组织形式

、教学质量评估与管理形式的一系列变革。

 学校完善了多项本科质量监控制度及若干教学质量管理办法，

涵盖了方案制定、教学运行、教学建设、学籍管理、实践教学

、教学质量保障监控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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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先进理念为指导，组建评估中心

 2017年学校成立了“人才培养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部门宗旨：以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以及学校的规章制度为依据，以教育教学信息收集为手

段，对学校的教学建设、教学改革、教学管理、教学水平和效

果等整体以及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进行监督、评估、分析、咨

询，为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提供意见和建议，最终达到保

障和推进学校教学建设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目的。

 评估中心与高教所紧密结合，发挥专业研究人员的作用，实现

组织、制度、人员三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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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更新督导队伍，明确督导工作内容

从督教向督管、督学转变

从督向导的转变

从常规教学检查向教学建设与改革方面转变

体制

建立督导听课系统

采用PC端或手机端完成听课记录

缩短反馈时间

教室监控系统配合督导评分

形式

从教师教的情况向学生学的情况转变

注重学生听课的专心度和参与度

注重学生实验动手能力的培养

重点

从两个组别改为四个组别（工学、理学、人文社科、实践）

人员从36人增长为45人

学院分布均匀

督导年龄、学科背景分布均匀（平均50岁）

在职与退休比例约3:1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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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更新督导队伍，明确督导工作内容

动态监测：

听课（看课）、试卷检查、毕业论文检查、问题反馈。

定期评估（认证）：

校内专业评估（四年一轮+回头看）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国际认证

专项督导：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学校专项督导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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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更新督导队伍，明确督导工作内容

课堂教学质量

监控

实践教学质量

监控

试卷及毕业论

文检查

分析 改进督导监控

组织资深教授对

教学环节和成果

进行检查。

基于OBE理念的教学质量监控、分析与改进

组织学校、部处

领导、督导组听

课看课。

组织学院、系和

教研室听课看课

生源质量分析

毕业班学生问卷

调查分析

学生学习投入

调查分析

教师对学生学习

投入调查分析

就业单位满意度

情况分析

质量改进

制度改进

提升保障

学院自查

反馈学院及教务处

督导组

约谈 评估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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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晰理论与实践课程要求，完善督导评课指标

基于OBE和持续改进的原则，注重

学生的学习体验，同时将思政教育

融入课堂，关注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及运用，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及时

改进。制定本科教学督导听课表、

评课表，加大学生表现权重，从出

勤率、抬头率、参与度、互动率等

维度考察课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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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晰理论与实践课程要求，完善督导评课指标

实践教学是当前教学的弱点，为提

高实践教学质量，督导检查在教师

指导环节是否加入了EHS（环保、

健康、安全）等绿色工程教育评价

指标，是否从安全防护措施、实验

预习与操作、规范记录、收集废弃

物等五个环节规范实践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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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信息化的督导系统，及时反馈持续改进

运用信息化手段，建立了“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平台”、督导线上听课系统、

试卷检查系统、督导实验与毕业论文检查系统、领导干部听课系统、同行

听课系统，汇总各级教育教学评价结果，一键形成“本科教学督导报告”，

对接学生评教系统、毕业生及用人单位反馈信息，结合现代信息技术监控

手段，形成多维度评学、评教的课程档案及教师档案。视频制作引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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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信息化的督导系统，及时反馈持续改进

 督导安排具体工作
 结果一周内提交系

统同时反馈学院及
教师

 教师或学院可进行
申诉

 对有问题教师进行
约谈、警示

 约谈结果反馈学院
和教务处形成闭环

 新学期加入听课安
排，持续追踪

督导工作
安排（约
谈课程）

提交结果

通过二维
码或网页
链接进入
评价页面

一周内

约谈结果
反馈教务
处和学校

评分较低和
出现问题的
教师进行约
谈、警示

检查结果
反馈学院
及教师

10日内
申诉

同时
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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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科教学督导工作的问题与反思

 进一步理顺体制、完善机制，提高政策执行力度，在明确管办评职责和督导责任与

分工的同时，也必须要做好科学合理的资源配置工作，分责任不分资源就难以落实

管办评分离和校院两级管理，管理重心也不可能下移

 信息化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掌握大量的数据信息为开展现状与问题分析提供了条

件和基础，必须加强教育教学的深入研究，利用采集到的信息发现并诊断问题，为

持续改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服务

 督导工作不能止步于听课、看课、评课，还要深入学科教改实践，关注学生究竟学

到了什么，参与改进课堂教学模式，在提升课堂教学效率等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

 将督导重点落实到教学质量层面，不走过场、不隐瞒问题、不降低督导标准，真正

实现以督促教、以导促学，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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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革命

教育信念与价值观

教学组织与方法

教学目标

教学方式

课堂文化

师生关系

我们的探索与实践证明：课堂教学
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督导工作
在这一改革中的作用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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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一流大学 建一流本科 育社会英才



谢谢！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