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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教学质量简报》 

2020 年第 1 期（总第 11 期） 

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编印 

2020 年 9 月 15 日 

开学第一周学校召开教学督导工作会议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防控新冠肺炎总体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全国范围内

的复工复学有序展开，我校师生迎来了新学期，教学工作随之从线上教学这一特

殊时期的特殊状态转入了常规的线下课堂教学。无论是线上教学还是线下课堂教

学，亦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教学形态的外在表现都是可以随着客观条件和客

观环境的变化发生改变的。但不管采用哪一种教学形态，提高教学质量都应该是

矢志不渝的追求。 

为了加强教学督导队伍建设，更好地发挥教学督导工作在学校教学质量保障

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努力提高我校的教学质量，按照学校《学术委员会

章程》的相关规定，学校在学术委员会下设立教学督导专门委员会，并由学术委

员会主任提名，经学术委员会投票，选举王心洁教授担任教学督导专门委员会主

任。 

学校对教学督导工作高度重视，于开学第一周周三（9 月 9 日）下午，在校

行政办公楼 309会议室，召开了新学期的第一次教学督导工作会议。会议由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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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专门委员会主任王心洁教授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各学院（教学部）的全体在

任教学督导、学校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主任周文贵教授、学校专职教学督导

熊匡汉教授和高雄飞教授。 

 
(上图为教学督导工作会议现场) 

本次会议上，王心洁教授就学术委员会下设立教学督导专门委员会和教学督

导的主要工作职责进行了说明，并对教学督导专门委员会和各位教学督导如何有

效开展工作做出明确指示。周文贵教授就《教学督导专门委员会章程》（征求意

见稿）和《课程（课堂）教学状况评价体系》（征求意见稿）等两份文件的内容

进行了说明，并通报了采用新设立的《课程教学状况评价体系》对课程（课堂）

教学状况进行试评估的效果。 

全体与会教学督导结合王心洁教授的讲话和周文贵教授通报的情况，就上述

两个文件展开了认真热烈的讨论，从多个侧面，对进一步完善两个文件，卓有成

效地开展教学督导工作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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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督导工作“问”与“答” 

问：教学督导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答：教学督导委员会是学术委员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是学校教学质量保障

体系的重要环节，是教学工作的检查、督查、指导、咨询、参谋机构。 

 

问：教学督导委员会是怎样开展工作的？ 

答：教学督导委员会依据学校《教学督导专门委员会章程》开展工作。 

 

问：教学督导委员会是怎么构成的？ 

答：教学督导委员会设主任 1 名，负责主持教学督导委员会的全面工作；设

副主任 1-2 名，负责协助主任开展工作；设秘书 1 名，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教学

督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人选，由学术委员会主任提名，在教学督导委

员会全体会议中选举；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学校党政联席会议认定，学术

委员会主任委员聘任。教学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 

 

问：教学督导的条件有哪些？ 

答：学校实行校、院（教学部）两级教学督导体制。教学督导委员会由具有

丰富教学经验、熟悉教育教学规律、办事公道、能认真履行教学督导工作职责的

校级专职教学督导和学院（教学部）教学督导组成。教学督导原则上须有副高级

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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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教学督导有哪些工作职责？ 

答：教学督导对学校的教学运行、教学质量、教学管理和各项教学活动履行

调查研究、督查指导、意见反馈、质量评价的职能。 

 

问：教学督导有哪些具体工作？ 

答：教学督导的具体工作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1）全面参与学校整个教学工作系统及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与运行，参与

对相关学科、专业建设与发展重大问题的研讨与咨询（包括学科发展方向的确定、

专业课程体系的建立、教学管理文件的编制、教学管理制度的制定与执行等）； 

（2）通过听课和专题调研，了解各学院（教学部）及教师执行教学计划和

其他教学规章制度的情况，了解教师备课、授课、答疑、考试、实践教学、指导

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答辩等教学环节以及各类教研活

动的实施情况，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与建议，并及时向有关教师、学院（教学部）、

教务处和学校领导反馈、汇报； 

（3）采取随机听课和有针对性听课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听新开课程、核心

课程、中青年教师开设的课程、师生意见比较集中或有较大争议的课程，与教师

一起分析课堂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帮助教师（尤其是中青年教师）提高课堂教学

水平； 

（4）深入教学第一线，开展多层面调研工作。采用访问、座谈、问卷调查

等方式，收集师生对教学、教学改革和教学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发现教学改

革的典型，总结教育教学成果，推广教学管理和教学改革的经验； 

（5）检查教学秩序、考试纪律和学习环境，发现问题及时向相关职能部门



5 
 

反馈，并提出处置建议； 

（6）协助教务处开展日常教学工作的检查和评估； 

（7）协助教务处开展其他相关工作。 

 

问：教学督导有哪些权利？ 

答：教学督导主要有四方面权利： 

（1）教学督导对学校教学管理的整体过程有参与权，可根据学校工作安排

自主听课、召开师生座谈会；对违反学校教学管理制度的教师、学生进行查问登

记、批评教育；到学校相关单位进行有关教学的调查研究； 

（2）教学督导对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教学活动安排等教学相关事项有知

情权，可根据需要可随时调阅专业教学计划、专业教学大纲、教学安排表、教学

进度表、教师备课记录、试题试卷等有关教学文件资料； 

（3）教学督导对教师的教学情况有评议权，可按照学校要求对教师教学情

况进行评议，并向教师提出教学改进建议； 

（4）教学督导对学校工作方针、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教师的职称评定、

各种教学奖项的评选、质量工程的建设的立项及建设有咨询和建议权。 

  

问：教学督导有哪些日常工作？ 

答：（1）教学督导要充分发挥熟悉教育教学规律和教学经验丰富的优势，全

面参与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全面参与学校和学院（教学部）教学

工作的咨询、评估、督查、指导； 

（2）教学督导要经常性深入课堂听课，随时掌握教学工作的实际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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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教师总结教学经验，发现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听课后要

认真填写《课堂教学状况“专家听课评价表”》，听课评价表由教学督导委员会秘

书收齐、整理、归档。对教师授课情况的评价意见应及时向授课教师反馈。教学

督导每周听课不少于 3 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