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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月份学校督导工作在质评中心领导下，本着边发

现问题边督促整改的思路，按照既定工作计划持续用力，

在全体督导委员们的共同努力下，督查改进齐头并进，取

得了良好进展。

一、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常规督导工作稳步推进

从全校 40 名督导委员上传的督导评课信息看，截止 5

月 31 日，被评价教师达到 1285 人，教师覆盖率 98.54%；被

评课程数达到 724 门，课程覆盖率 94.64%；合计评价 4042

人次，人均评价 101 人次；专职督导委员人均评价 158 节次。

4 月份学校督导组根据工作实际,就日常督导工作存在

的倾向性、典型性问题，通过专职委员，先后进行了 18 人

次恳谈与沟通，及时化解了认识误区、政策误解、工作困惑

等方面的问题，为督导工作的规范开展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5 月份是教学工作中坚期，在持续抓好日常督导工作的

同时，督导委员们主动参与所在二级学院期中教学检查等教



学活动，为二级学院的教学质量建设奉献专家教授的智慧。

委员们主动参加公开课、读书会等活动，进一步密切了

二级学院的工作联系。

（二）开展专项评估检查工作

一是在 4 月份全体督导委员进行了 2023 届本科毕业论

文（设计）定稿检查工作。从 5 月 7 日起，专职督导委员们

深入各二级学院 2023 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答辩现场，

就答辩准备、答辩环境、答辩程序、答辩过程、答辩结果等

方面开展巡视工作。部分督导委员周六、周日都没有休息，

直到 5 月 15 日全校答辩论文答辩结束。在整体巡视的基础

上，督导委员随机选定的答辩小组完成相对完整的答辩巡视

过程，写出巡视报告。

二是从 5 月 15 日开始，督导委员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全

校 2022-2023 学年第一学期必修课期末试卷及有关教学档案

材料的专项检查工作。因为上学期诸多因素影响，本次检查

较以往多了线上线下考试等考核类型，关注的方向和评价指

标相应做了调整，检查总体情况不断向好,当然问题也不少。

（三）开展教师教学工作调研

督导委员学习贯彻学校第三次教学工作会精神，进一步

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学校面临的主要任务及工作目

标，为进一步做好教学督导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

面对督导工作的新形势新情况，5 月份在督导实践中安

排了教师教学工作调研。采取的方法是,督导委员在听课期

间与教师交流的同时，征求专任教师对督导听课及其评价的



意见。从教师反映的情况看，总体满意，但也了解到一些教

师角度的新情况，有些问题必须引起今后在开展督导工作时

高度重视。

（四）关注实践教学环节

加强对实践教学工作的督查，提高督导教学薄弱环节的

关注度，深入实地了解实践教学工作的实际情况，是今年督

导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根据教务处安排，4 月 26 日质评中

心领导和学校督导组长赴实习就业基地看望实习师生，检查

实习工作。

（五）不断拓宽督导工作面

教学督导参与 2023 年度广东省第十三届大学生“创新、

创意、创业”竞赛项目校级决赛通信评审和现场评审工作。

出席学校团委有关社团组织的“大学生职业生涯”大赛等活

动，督导专家的影响力不断得到提升。

二、发现的问题须引起重视

４月份以来，教学督导工作整体平稳有序，进展良好。

在工作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督导队伍自身建设的问题：其一，盲目选课问题。个别

督导委员出于自身工作任务安排或因有关政策变化，“认领

任务”操作没有遵循量力而行、有序推进的原则，可能影响

评教质量。其二，有教师反映个别督导委员听课评课质量不

高，听课时没有持证听课或听课时间不足等问题。还有的督

导委员听课后给教师反馈意见时，没有注意场合及教师的个

性特点，引起教师的不良情绪等。学校督导组提请教授们秉



持“胸怀大局、广阔视野、更高追求、力求卓越”的价值目

标，进一步规范督导行为，起到“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

模范作用。

常规督导中继续加大新教师培养力度的问题：这是我们

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必须坚持的长期工作任务，任重而道远。

建议督导委员率先垂范，在包括实施教师技能培训计划、师

徒计划、督导指导计划、教研室帮扶计划等在内的教师队伍

建设中做出榜样，帮助青年教师熟悉备课要领、课堂礼仪，

提升教法学法运用等施教能力，设身处地为青年教师快速站

稳讲台做好引领服务工作。

专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一是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存在的主要问题在答辩资格审查环节，有些把关不严，少数

还有审查缺失，把有些还没有成型的论文推到答辩会上，影

响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论文专项检查中发现了不少问

题还需加强各学院自查环节的质量把关，明确责任归属，切

实将问题整改到位。二是试卷检查的主要问题在考查课的规

范性不强方面。同时，试卷分析仍是问题高发的地带，档案

管理在个别院部还需要加强。

教学质量管理平台的使用方面的问题：第一，就运行近

一年的情况看，建议适当修订评价指标表述，例如教学过程

融入思政元素的选项做适当合并，增加专业思想教育等；第

二，进一步优化选课（选教师）设计，从技术层面解决突出

问题。第三，建议适时调整督导评价权重。

教学评价方面的问题：应进一步优化四方评价的导向作



用，凝聚内涵发展共识，激励教师在教书育人上下功夫。在

教情调研过程中，有教师向我们反映，一学期被听评高达十

多次，心理压力较大。还有年轻教师反映，少数听课者（不

一定是督导听课，也可能是领导听课，同行听课）听课评价

一味指责，希望对任课教师多一些关怀，提出针对性的教学

建议。

课程管理方面的问题：调研中发现，有因人设课现象，

教师跨专业院部任专业核心课程或专业基础课程。学校仍须

严格规范公选课的开设，明确课程质量管理的归属，以防这

类课程的教学大纲审核不够严格，出现风险。

三、砥砺前行做督导

在下一步督导工作中，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

持续改进”教育理念，全面贯彻落实校级督导监控、院

级督导监控体系任务要求；以建设高质量的教学督导队

伍为龙头，以提升课程分类评价的“多方多次评价（学

生评价、督导评价、同行评价、领导评价）、多角度综

合认定（随堂评价、期中评价、期末评价）”为抓手，

在致力于课堂教学督导评价全覆盖的基础上，砥砺前行，

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坚持开展“教师课堂教学、试卷、毕业论文

（设计）”常态化监测专项评估，使日常教学督导与日

常教学检查、日常教学管理相结合，形成校院两级督导

教育教学常态化监控与持续改进机制；紧扣影响教学质

量的“关键要素”和“薄弱环节”，为实现督导监测评



估教学质量监控全覆盖持续努力。

第二，继续高度关注并介入 2023 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后续工作与试卷整改工作，重点监控毕业论文（设计）文档

管理的规范性建设和查验试卷整改报告。

第三，优化学校督导体系，完善学校督导组织和各级院

部督导组织构成，建立两级督导机构运行机制，畅通督导与

教学管理部门以及教学单位的沟通协调渠道，使督导工作登

高望远，更好地服务于学校教学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第四，根据学校人才引进工作实际，充分调动督导队伍

人才聚集优势，加强新入职教师教学常规、教学基本技能、

基本方法的指导，帮助他们快速成长。（本文作者为质量监

控中心高荣发教授，编辑在审核过程中对文章语言文字和排

版规范进行了部分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