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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现代信息技术下的教学督导机制，需利用大数据分析和评价督导全过程监控，实施全面

督导、重点督导和专项督导，从被动督导向主动督导转变。建立“线上—线下”教学督导机制，需涵

盖专业建设、教师发展、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等各个方面。建立校内教学督导和管理大数据分析平台，

实现“及时反馈，持续改进”目标，使教师和学生及时受益，提高督导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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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stablish a teaching supervision mechanism under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use big data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whole process of supervision and monitoring,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supervision, key supervision and special supervision, and change from passive supervision to 

active supervis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nline-offline" teaching supervision mechanism should cover all 

aspects of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teacher development, classroom teaching, and practical teaching. Establish a 

big data analysis platform for teaching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in school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imely 

feedback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so that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 benefit in a timely manner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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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教

学督导也从高校工作体系的边缘走向中

心。2012年，我国《教育督导条例》赋

予教学督导活动“督”和“导”两方面

职能。“督”关注“教学过程及其管理体

制的改进”和“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导”

则关注“引导教师发展和学生学业进

步”。目前，我国高校的教学督导普遍侧

重于“督”的职能，收集和运用更多的

是形式单一化的“小数据”。“导”的职

能虽然在督导顶层设计中有所反映，但

对“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的反馈与持

续改进效果缺乏系统的数据分析和评

价，仍需加强督导和与教师的交流，健

全持续跟踪反馈机制，提高督导的实效

性，建立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支持下

的督导理念、标准与评价体系。 

现代信息技术下的大数据具有来源

的明确化、处理的规范化以及结果公开

反馈的常态化等特征。利用互联网和大

数据技术，形成覆盖高等教育全流程、

全领域的质量监测网络体系，使高校教

学督导模式从“小数据”走向“大数据”，

成为我国高校教学督导的新模式。 

1 现代信息技术下的高校教学

精准督导系统功能 

建立现代信息技术下的教学督导机

制，利用大数据监控督导全过程，对“督”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与持续改进

效果进行系统的数据分析和评价，实现

“及时反馈，持续改进”目标，使教师

及时改进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现代信息技术下的高校教学精准督

导系统以“导”为重点，侧重“反馈与

改进”；在全面督导基础上，实施重点督

导和专项督导；从被动督导向主动督导

转变。在督导方式上，充分发挥线上、

线下教学督导和管理的优势，建立“线

上—线下”教学督导机制；在督导内容

上，涵盖专业建设、教师发展、课堂教

学、实践教学等各个方面；在督导技术

手段上，建立校内教学督导和管理大数

据分析平台，逐步实现集学校教学运行、

教学评估、教师发展和教学研究于一体

的人才培养全链条、大数据教学管理平

台，为教学管理和学生人才培养提供全

面和系统的数据分析支持。 

系统对接人事和教务系统，实现在

线督导任务领取、意见填写与发布，被

督导教师能及时看到意见，可进行持续

改进（见图1）。任课教师也可以主动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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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被听课，与督导教师及时交流，以实现

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校级和院级两级督

导都可以纳入系统，督导听评课记录自动

进行数据分析，可生成、导出督导评价报

告，可以按照不同分类和维度进行督导数

据分析。系统模块可以兼顾学生成长管

理，如学生第二课堂在线管理系统，可以

实现学生第二课堂项目认定、成果资料上

传等。增加教师评学生和班级模块，利于

班风建设。可以针对本校特点设置监控

项目，并注意数据结果的使用限度，重

在持续改进，提高教学质量。 

2 校级—院级督导分工合作

机制 

学校一级督导与二级学院督导分工

合作，从点到面全面督导专业建设、教

师发展、专题研究、课堂教学和实践教

学。学校一级教学督导由不同学科专业

背景的教授组成，对不同学科和专业的

督导侧重在教师共有教学设计、教学方

法和课堂教学实施上。学院二级督导加

强专业领域的特殊知识与专业领域教学

的特殊性的针对性指导，从二级学院层

面突破教学督导工作的实效性，体现教

学督导的专业性。如：加强督导系室教

研活动，从活动的组织、活动内容、研

讨效果及改进反馈等方面进行持续跟踪

督导；针对不同教师的课程特点和教师

授课特点进行有的放矢的督导，从专业

建设、课程体系建设、课程内容安排、

课程资源、课堂教学设计等细节之处进

行逐一督导，发现、培养优秀教师，帮

扶教学问题突出的教师，全面提高教学

质量。及时汇总数据，进行评估和评价，

提出改进方案，反馈并监控改进效果。 

3 督导内容 

3.1专业建设精准督导 

高等教育已从扩大规模逐渐过渡到

追求质量、内涵发展，完善治理体系，

释放自身动力，分层次走向卓越的关键

期，专业建设进入全面改革和纵深推进

的阶段。例如，教育部推动重点院校的

基础学科主要培养拔尖儿创新型人才，

普通院校的重点则是应用型人才的培

养，培养新时代社会产业急需的新工科、

新文科、新商科等交叉创新型人才，在

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云计算、

3D打印、自动控制、智能制造、智能建

造和智慧交通等领域抢抓发展机遇。应建

立学科专业联动机制，互为支撑，不断优

化学科专业布局，大力推进传统专业的转

型升级和增办一批新工科专业，把提高对

新型产业的服务能力作为衡量专业建设

水平的重要指标，推进高校教育教学上

台阶、上水平。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

新材料技术、智能建设技术等交叉学科

领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突

破口，专业建设应主动面向学科技术前

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区域

经济发展需要，加强学科专业布局的系

统性和前瞻性，适时调整学科专业布局

和优势学科专业方向，加快学科专业的

交叉和融合，增强交叉融合学科专业对

接产业经济和国家战略需求的能力，更

好地服务国家建设与区域发展。构建基

础理论人才与“人工智能+X”复合型人

才并重的培养体系，探索深度融合的学

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新模式，为国家和区

域经济的产业升级提供充分的人才支

撑，是教育教学改革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作为河北省高校，服务京津冀协同

发展，有服务国家战略和服务区域经济

的双重作用。京津冀产业转移、环境保

护、交通一体化、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一

系列重大历史性课题的提出和解决，为

学校彰显特色、拓展学科领域提供了难

得的机遇。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格

局的完善，需要建设区域性一体化管理

的高效综合运输体系，为学校土木、交

通学科专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新的契

机。京津冀区域深度合作为学校实现自身

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提出了严峻的

挑战。坚持需求导向，坚持创新导向，加

速学科交叉融合，优化培养方案，培养现

代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合格人才，是学生

教育培养规划制定的重要维度。 

学习高等教育改革方向与实施方

案，更新新时代下的教学理念，追踪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 新标准和理念、一流

专业建设方向与理念及新工科建设方向

图 1 系统构成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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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针对各个专业的培养方案、培养目

标、毕业要求、课程大纲、课程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设计与实施、考核方法、

评价机制、机制运行、过程记录等实施

精准督导,构建新的督导体系，创新督导

内容，改进督导方式，使教学督导和专

业建设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按照学科特

点和学部建设规划，结合校级和院级督

导进行专业建设精准督导。 

3.2教师发展精准督导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导者,教学督

导、督教是教学督导的核心工作之一。

根据教师发展存在问题和核心诉求，聚

焦教师能力提升，深化精准发展督教理

念；从教师分类指导入手，确立区分性

督教理念；发挥教师促学作用，倡导转

化性督教理念；促进教师潜能发展，坚

持多元化督教理念，加强教学督导对教

师教学能力的整体影响。 

教学能力包括教学设计、教学实施

和教学评价能力。教学设计能力包括教

学设计理念、教学大纲研读、学情分析、

教材分析、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方法选

择、教学资源整合、教案文本撰写等。

教学实施能力包括课堂组织与管理、教

学过程引导与节奏驾驭、教学语言与讲

解、关注学生与学习、课堂互动、ppt

与板书、视频动画等现代信息技术运用、

体态语运用、课堂教学应变等。教学评

价包括课堂教学观察、听—说—评课、

学生学业评价和自我教学反思。 

基于信息网络和大数据教学督导听

评课系统，实施全员督导。对新进青年

教师、新开课程及教学评价相对落后的

教师，加强重点听评课及教学指导。通

过对较具发展潜力的中青年教师进行重

点督导，促进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

重点发现和培养教授、副教授及讲师各

个级别的“金课”主讲教师。在教学督

导过程中加强督导和教师之间的有效沟

通，扩大相互知晓度，特别是教师对自

我教学状况把握的自觉范围。  

3.3专题研究精准督导 

针对教学质量的典型关键问题，集

中专家力量有序开展专项调研与专题研

究工作，重点解决某个或者某方面的问

题。例如，专项重点督查一流专业建设

情况、课程建设、教研室教研活动、本

科教学大讨论等；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围

绕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管理、教

学方法、教学效果等五方面督导教师课

堂讲课质量，通过督教促进教师教学发

展，改革教育思想、发现优秀教师、鼓

励先进、树立榜样、总结推广教学经验。

每学期末召开督导反馈会议，每年开展

督导研究项目立项科研活动，鼓励全校

教师参与教学督导工作学术研究，改革

创新督导工作。开展专题教育教学调研，

承担学校教学督导专项教改研究项目，

通过开展专题报告、研讨、撰写研究报

告、建议等方式，提出建设性意见，为

学校职能部门和各相关学院及时进行教

学改革、改进教学质量提供依据。 

3.4“线上—线下”全方位课堂教学

督导机制 

从督导手段上，充分发挥线上督导

和线下课堂督导各自的优势，建立全覆

盖的教学督导体系，进行实时课表、任

务发布、评价与反馈信息发布，完善在

线课堂监控系统。 

从教师接受督导的方式上，除了教

务处有选择地专项监控督导模式外，还

鼓励有意愿的任课教师，尤其是年轻教

师和有意向参加讲课比赛和教学设计创

新大赛的教师主动申请接受督导，主动

开展教学研讨，从而更全面、更迅速地

提高教学水平。 

3.5“线上—线下”全方位实践实习

专项教学督导机制 

实践教学是工科专业人才培养必不

可少的环节,也是督导工作 薄弱的地

方。由于多数实验安排涉及分组及实验

时间安排，建立动态在线实验预约安排

和“线上—线下”全方位实践教学督导

体系，便于学生、教师和督导在线预约

和查看实验安排。全面督导实验项目设

计、实验教学仪器设备、实验过程以及

实验资料等。实验室安装监控，一方面

是实验室安全管理需要，另一方面也可

以兼顾在线督导实验，把实践教学纳入

督导管理大数据体系。 

4 数据分析与反馈 

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从“小数据”

走向“大数据”。实施精准督导，走向“公

开”和“反馈”新机制，实现“评价—

反馈—改进—再评价—再反馈—改进对

比”的闭环反馈与督导。数据的来源平

台包括超星学习通、钉钉教学、腾讯会

议等各类在线互动教学工具，进行分项

多维度关联分析和报告生成，包括学生

评教系统、督学听课系统、教学改革项

目、课堂观察、教学检查、教学大赛、

同行评价、学生座谈、教学信息员采集

等，为教学质量评价提供数据信息。对

督导数据进行分类和汇总统计分析，归

纳数据背后的教育教学规律，建立合理

的教学督导指标体系和督导模型，并结

合实际验证数据和模型结果的合理性，

确保数据及其处理结果的科学性，更全

面地评价教学质量和教学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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