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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教程的编制



一、关于教程的编制



       

  
Ø  高校督导组织的愿望

Ø  督导协作组与CIQA联盟的使命 

Ø  新时代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需求

《新时代高等院校教学督导培训教程》编制



       

Ø  第一章  教学督导概述

Ø 第二章  教学督导组织

Ø 第三章  教学督导工作制度与规范

Ø 第四章  教学督导工作职责与模式

Ø 第五章  教学督导工作内容

Ø 第六章  教学督导工作实务

Ø 第七章  教学督导工作艺术

Ø 第八章  教学督导信息化建设

Ø 第九章  高职院校教学督导工作的特殊性

Ø 第十章  教学督导发展与展望

《新时代高等院校教学督导培训教程》提纲



二、高校教学督导组织概念及性质



       

 “组织是一个有意识地协调两人或两人以上活动或力量的系统。”    

                   ——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Barnard)

三要素：共同的目的、精细的结构和人员

Ø一般含义：为了达到特定目标，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构成的人的集合。

Ø 管理学含义：是反映一些职位和一些个人之间的关系的网络式结构。

          静态——组织结构     动态——管理的基本职能

（一）什么是组织？



       

Ø 组织形成：目标定位—职能界定—机构人员—制度规范—职责模      

                 式—任务标准—运行实施—条件保障

Ø 组织体系：包括职能体系、组织体系、标准体系、运行体系、

                           保障体系等

Ø 组织的特征：是人为的系统、有特定目标、有分工与协作、  
                        不同层次的权利与责任制度

（一）什么是组织？



       
Ø 组织的构成要素：  
ü 组织环境：内部各层级、外部组织之间信息交流

ü 组织目的：不存在没有目的的组织

ü 工作主体：具有一定权威和责任，从事现实活动的人或机构

ü 工作客体：组织中所能预测、协调和控制的对象

（一）什么是组织？



完全独立

2000年

l1995

依附教学
管理部门

新中国高等院校教学督导制度建立脉落

l国家恢复教育督导

2002年15% 2019年51.6%  

毛入学率（小于15%）               （15%-50%）                     （大于50% ）                         

松散型
督导

1980、
1990年代

其他形态

（二）高校教学督导组织





全国高校专兼职教学督导员情况统计表

注：本次统计时间为2020年，不完全统计。

学校
类型

院校数量
1—10
人

11—20
人

21—30
人

31—40
人

41—50人

50人
以上

督导员
总人数

校均督
导员数

最少
人数

985、211
院校

115 2 11 15 4 7 76 14382 125 4

普通本科 505 26 59 44 22 21 333 46505 92 3

新建本科 372 33 42 41 25 31 200 24014 64 3

独立院校 240 107 66 23 15 4 25 5463 23 1

合计 1232 168 178 123 66 63 634 90364 73 1

（二）高校教学督导组织



Ø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制度和学校及......教育评估制度”，主要对象基础教育；

Ø 1999年，高校扩招。许多高校纷纷借助政府管理方式，实施教学督导制度；

Ø 随国家高等教育教学评估工作制度化，高校教学督导制度得到普及和推广；

Ø 2020年，中办、国办发《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指导学校建立自我督导体系、优化学校内部管理......督促学校规范办学行为”

（二）高校教学督导组织

中国高等院校教学督导制度建立脉落



 

视导室-
督导司

1960-1983
文革影响

l取消司局视导
l教育视导工作停止
l1977邓小平提出

     重建督导制度

  1984-1990

    

视导司-
视导室

1949-1959

教育督导
团办公室

 1991-2011

1949
建立

1986
重新建立

1991
督政督学

制度初步建立

国务院教
育督导委

员 会
高质量
发展

2012
三位一体
制度建立
法制化

2012-2019 2020-

10 20 723 6

2020
新发展阶段

新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建立历程(六阶段三台阶） 

（二）高校教学督导组织



Ø1949年，教育部成立，组建视导司，建立教育督导制度

Ø1953、1954年，中央机构调整，撤销视导司，在各司局设视导室

Ø1960年，取消各司局中的视导员

Ø文革，地方教育视导工作停止

Ø197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恢复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和机构

Ø1984年，教育部设视导室，1985年任命12位教育部视导员

Ø1986年，原国家教委（1985-1998）视导室更名“督导司”标志着教育督导制度重新建立；

                颁布《义务教育法》，建立基础教育督学（视导）制度

Ø1989年，原国家教委设总督学1人

Ø1991年，颁布《教育督导暂行规定》

   形成全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基本框架，标志着中国特色教育督导制度初步确立

新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建立历程（政府，至上而下）
（二）高校教学督导组织



Ø1992年，兼职督学 改称“国家督学”

Ø1993年，设立原国家教委“教育督导团”；1994设立“教育督导团办公室”；

              1998年办公室独立设置，成为职能司局

Ø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制度和学校及......教育评估制度”

Ø2000年，更名为“国家教育督导团”，地方各级教育督导机构逐步建立

Ø2012年，成立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各级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相继成立

               颁布实施《教育督导条例》，法制化

形成督政、督学、评估监测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教育督导体系。资源均衡配置、提升教育质量等

Ø2018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设教育部

Ø2020年，中办、国办发《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加强对学校的督导......指导学校建立自我督导体系，优化学校内部治理......“

新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建立历程（政府，至上而下）



   含义：

      高校为了保障教学秩序、提高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国家的相

关法规和政策和自身实际而设置的专职机构或人员团队，运用一定的方法和

手段，对学校内部教学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估指导、反馈咨询等。

ü 是学校内部质量保障、自我监督管理的组织

（二）高校教学督导组织



Ø 督导组织形成：目的—建立组织：
                            目标定位—职能界定—组织机构—制度规范—

                            职责模式—任务标准—运行实施—支持保障

Ø 督导组织体系：

（二）高校教学督导组织

职能职责体系 组织结构体系 制度标准体系

运行实施体系 支持保障体系



Ø   第一章  教学督导概述

Ø 第二章  教学督导组织

Ø 第三章  教学督导工作制度与规范

Ø 第四章  教学督导工作职责与模式

Ø 第五章  教学督导工作内容

Ø 第六章  教学督导工作实务

Ø 第七章  教学督导工作艺术

Ø 第八章  教学督导信息化建设

Ø 第九章  高职院校教学督导工作的特殊性

Ø 第十章  教学督导发展与展望

《新时代高等院校教学督导培训教程》提纲



Ø 督导组织构成要素：  

ü 组织环境：组织内部：校院两级组织间交流、与其他部门组织信息传递

                  外部组织：与兄弟高校交流，协作、联盟

ü 组织目的：保障教学秩序、提高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ü 工作主体：督导员

ü 工作客体：教师的“教”、学生的“学”、教学管理部门的“管”

（二）高校教学督导组织



1

2

34

l独立于其他行政机构
l专家组织
l不是决策机构、执行机构
l没有直接的处理权、决定权和指挥权

l成员是专家学者
l丰富的教学经验
l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
l熟悉本学科领域专业知识

l既有常规性工作
l临时专项工作
l工作内容多样
l工作方式灵活

l深入一线开展工作获取信息
l能现场反馈信息
l能因事而异，采取其他方式反馈

信息

l“第三方”的身份
l独立履行职责
l专家威信性

非行政性 专家权威性

灵活多样性

及时性

客观性

教学督导
组织的特

点

Ø 性质特点

5

（二）高校教学督导组织



三、教学督导组织的架构及其特点



（二）不同教学督导组织架构及其特点

独立
模式

1

特点：独立于管理部门之外，由校领导主管，权威性强

优点：督导工作能够充分体现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意志，督导信息传递及时，结果落实有力；

          适用于宏观性、整体性的督导

缺点：对于规模较大的学校，校长精力有限，开展微观性且常态化的教学督导较为困难

校长

分管教学副校长分管副校长1 分管副校长X……

其他职能部门 教务处…… 督导组织

（三）教学督导组织的架构及其特点（按管理模式分类） （一）按管理模式分类 



（一）按管理模式分类 

依附
教务处

特点：督导组织依附于教务处，由教务处职能科室管理，安排督导任务

优点：教务处作为教学管理部门，能为督导组织提供诸多工作支持；
          督导获取教学信息、结果运用等方便、及时；
          开展督教、督学工作针对性强，效果好

缺点：“督管”作用较难发挥，不易开展或取得好的效果

2 校长

分管教学副校长

督导组织教务处

分管副校长1 分管副校长X……

其他职能部门 ……

从松散关系到
成立督导组织



（二）不同教学督导组织架构及其特点

挂靠
模式1

3 校长

分管教学副校长分管副校长1 分管副校长X……

其他职能部门 教务处 教学质量管理部门…… 督导组织

特点：督导组织挂靠在专门的质量管理部门下，承担督导评价等任务

优点：独立于教务处，能有效开展对教学管理的督导——督管

缺点：与教务处是督导评价主客体关系，直接从教学管理部门获取教学管理信 
           息有一定 困难，有时不够及时、充分；督教、督学效果没有依附模式强

（一）按管理模式分类 



（二）不同教学督导组织架构及其特点

4 校长

分管教学副校长分管副校长1 分管副校长X……

其他职能部门 教务处 教学质量管理部门…… 督导组织

特点：督导组织挂靠在专门的质量管理部门下，且质量管理部门的领导兼任
　　　了教务处的职务

优点：独立于教务处，能有效实现“督管；
　　　质量管理部门与教学管理部门人员的交叉，能及时、有效获取相关信息、 
          及时反馈意见，更有利于督教、督学；督管方面好于依附型

缺点：质量管理部门与教学管理部门人员的交叉，可能会出现对问题反馈的迟滞、
          评价结果的不准确等情况

挂靠
模式2

（一）按管理模式分类 



（二）校内环境：教学督导组织

5

分管副校长分管副校长1 分管副校长X
……

校长

本科生院部制1 部制X

学工处 教务处 教学质量管理部门 督导组织

特点：在实施大部制管理模式的学校，
          质量管理部门与教务处、学工处
          等同属一个大部，督导组织挂靠
          质量管理部门。

优点：
l  实现了全链条式人才培养及质量管理协  
    同，以学生为中心，有利于贯彻“立德  
    树人” 的教育教学理念（方向性）；
l 独立于教务处等，能有效实行“督管”；
l 协同机制提高了信息反馈和处理效率

协同育
人模式

（一）按管理模式分类 



u 相关问卷调查——教学督导组织挂靠单位情况

       该调查是在网上设置问卷，各高校自
愿参与调查填写，因此，数据范围为自愿
参与问卷调查的61所高校。

Ø 目前相当一部分高校的内部教学质量保

障机构独立设置；

Ø 督导组织已成为各高校内部教学质量保

障体系的重要组成；

Ø 独立行使督导监控职权是未来发展方向

u 相关问卷调查——内部教学质量保障机构的性质情况

（一）按管理模式分类 



一级
（校级）

1 校长

分管教学副校长

督导组织相关职能部门

分管副校长1 分管副校长X……

其他职能部门 ……

按项目组设置按学科类设置 按校区设置

文
科
组 

理
工
组

医
科
组

项
目
1

项
目
2

项
目
X

……
校
区
1

校
区
2

校
区
X

……

1 2 3

按学科类设置：充分利用督导员学科 
      专业能力，针对性强
按项目组设置：及时督导研究重点难
      点，反映学校意志强
按校区设置：部分高校根据本校多校
     区特点而设，提高了督导工作效率

（三）不同层级教学督导组织及其特点（二）按层级模式分类 



二级
（校院)

2
校长

分管教学副校长

校级督导组织相关职能部门

分管副校长1 分管副校长X……

其他职能部门 ……

学
院
督
导
组
1

学
院
督
导
组
2

学
院
督
导
组
X

……

优点：充分发挥同行专家作用
         管理重心下移，确立学院办学主体地位 
         解决了校级督导员不足的问题
         分工合作，兼顾宏观、中观、微观

缺点：同一学院的专家，有时抹不开面子， 
        不愿得罪人，打人情分现象时有发生

（三）不同层级教学督导组织及其特点（二）按层级模式分类 



三级
校院系

（或教研室）

3
校长

分管教学副校长

相关职能部门

分管副校长1 分管副校长X……

其他职能部门 …… 校级督导组织

院级督导组织

系/教研室督导组
织

这一模式已不多见

（三）教学督导组织的架构及其特点（按层级模式分类） （三）不同层级教学督导组织及其特点（二）按层级模式分类 



   如何选择？
     
    职能

学校治理体系建设思路

（三）教学督导组织的架构及其特点（按层级模式分类） （三）不同层级教学督导组织及其特点（二）按层级模式分类 



不同层级的教学督导组织特点

01 基本职能 02 工作开展方式

03 管理架构 04 评价手段

（三）不同层级教学督导组织及其特点（二）按层级模式分类 



（三）教学督导组织环境（外部交流模式）

1.松散型

4.机构联盟组织3.民间协作组织

2.区域联合组织 宁波模式:市校院三级督导

学校A
督导组织

学校C
督导组织

学校B
督导组织

学校D
督导组织

学校F
督导组织

学校E
督导组织



四、新时代教学督导组织建设



实现高等教育强国     

 开展高教“质量革命”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建设高质量的教育教学保障体系

打造高质量的督导体系

新发展阶段：新理念  新格局  新征程

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



三新一高：   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
议，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

新发展阶段：新理念  新格局  新征程

实现高等教育强国     

 开展高教“质量革命”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建设高质量的教育教学保障体系

打造高质量的督导体系
ü 2012《教育督导条例》
ü 2020《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ü 2020《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

意见》



        目标：构建内外联动、双循环的高校高质量保障体系

外推力

内驱力

影响力

外部质量保障体系

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以开放促质量提高
开放交流，学习先进经验，参与督
导评价与质量保障工作，承担社会
责任，不断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质量主体责任意识、建立监测评估
标准、机构，以及持续改进机制、
质量文化等

国家五位一体评估体系、教育督导
条例、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教
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等

新时代高等教育教学督导建设的关键



外推力 外部质量保障体系
国家五位一体评估体系、教育督导
条例、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教
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等

（一）外推力：把握脉搏，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国家“五位一体”教育评估制度



           

（一）外推力：把握脉搏，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教育部“新基建”

      人才培养的 基本单元

      人才培养的 核心要素

      人才培养的 主要剧本

      学习革命的 关键突破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外推力：把握脉搏，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吴司长ppt



学：自主学习，自我管理

管：加强培训、严格管理

服：技术支持、平台保障

督：识变应变，“导领督评”

教：全情投入，用心安排

学

教

管

服

督

如：应对疫情，适应教学形态革命：“五环联动”线上教学

教学督导与评估办公室

教学督导的作用：

ü教学秩序的“守护者”

ü师生求学问道的“引路人”

ü教学决策的“智囊团”

ü质量保障体系的“主心骨”

Ø 识变、应变、求变是致胜法宝
 新理念   新作为   新发展

（一）外推力：把握脉搏，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教学督导与评估办公室

坚持目标导向，突出立德树人

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学生中心

坚持结果导向，突出教育质量

坚持需求导向，突出服务贡献

Ø 再如积极推进评价改革

“破五唯”顽疾
“立多维”格局

四项原则

——江西省普通高校第二轮本科专业综合评价标准制定原则

（一）外推力：把握脉搏，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一、明确教学督导在高校内部质量保障系统中的的地位作用：
  

（二）内驱力：练好内功，充分发挥督导重要作用

内驱力 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质量主体责任意识、建立监测评估
标准、机构，以及持续改进机制、
质量文化等

u“协同力量”

u“组成部分”
u“重要支撑”
u“核心力量”



  

（二）内驱力：练好内功，充分发挥督导重要作用



二、加强高校教学督导队伍建设

按专兼职 按行政身份

在职

离退休

       离退休教师有时
间和精力，热爱教学，
有权威性。学习新理
念、新方法。
       

专任教师

行政人员

       行政人员多为从
领导岗位退下来的人
员，有些是教师，有
些是教学管理人员

教师

学生

     有的高校设学 生
督导信息员，更准确
了解学生信息和诉求。

“四自教育“
     

专职
   

兼职

      专职多指离退休
人员或外聘人员。
     兼职指在职人员 ，
时间和精力有限。

按技术职务按在职与否 按师生身份

Ø 高校教学督导人员的类型   （能否走上专业化道路？）

        

（二）内驱力：练好内功，充分发挥督导重要作用

教授
副教授

高级实验师
……

      有的高校只聘用
教授，有的聘用在教
学上成绩突出的副教
授。



问卷调查——
教学督导组织成立之初与当前情比较（公办、民办、高职）

分析：

1.离退休人员是本科高校督导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其中民办高校、高职高专离退休人员占督导人数比例较低）

2.学院层面督导组织正迅速发展。

（二）内驱力：练好内功，充分发挥督导重要作用



       素养：一个人在从事某项工作时应具备的素质与修养。

          先天条件+后天学习锻炼
 
          包括品德、知识、才能和体格诸方面

督导员应具备哪些核心素养？

（二）内驱力：练好内功，充分发挥督导重要作用



1

2

3

4

5

督导员
核心素养

8

6

7

Ø 把握督导人员核心素养：

（二）内驱力：练好内功，充分发挥督导重要作用



       

一是本科教学督导要从关注教师的“教”，转向更多地关心学生的“学”。
二是本科教学督导除了注重课堂教学，更要强化对实践教学环节督导。
三是督导要从督教、督学中, 分出更多一些精力来督管。

“新挑战”呼唤督导的“新思维”和“新方法”

教学督导工作需要及时了解信息时代的最新科技发展对教学的影
响，了解“00后”大学生的学习方式、他们愿意如何学习，了解
现在的教师是如何教学，愿意如何教学，应如何正确引导等。

“新时代”呼唤督导的“新学习”

一是把“立德树人”放到学校育人、教师教学、督导检查的首位。
二是要更加注重从制度建设和注重反馈的层面加以督导。
三是明确新常态下学校督导在教育教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常态”呼唤督导的“新深入” 新时代

新学习

新思维

新常态 新深入

新督导

新挑战

新方法

新形势

Ø 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新要求

（二）内驱力：练好内功，充分发挥督导重要作用



       

Ø 加强教学督导队伍专业化建设

u搭建符合国家、学校需求、结构合理高效的教育教学督导组织类型
     只选对的

u遴选高素质督导专家

u加强督导队伍管理与培训
   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业务精湛、廉洁高效、专兼结合

（二）内驱力：练好内功，充分发挥督导重要作用



       

（三）影响力：加强联盟协作，建高质量教育教学督导体系

影响力 以开放促质量提高
开放交流，学习先进经验，参与督
导评价与质量保障工作，承担社会
责任，不断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时代呼唤高质量的教育教学督导！

             关键词：中国特色 自成体系 持续提升

Ø 至上而下，国家对高等教育的督导稳步推进，对高校建立自我督导体系寄予厚望；

Ø 至下而上，全国高校都已建设了督导组织，随着内部治理体系的改革，教学督导

   正向”教育教学督导”发展；

Ø 工作基础：全国高校教学督导员规模9万余人，既有学识又有能力更有情怀专家学者

Ø 各校督导工作异彩纷呈，成效显著。这些经验交流提练升化后，必将带来一个飞跃！

                 



       

（三）影响力：加强联盟协作，建高质量教育教学督导体系

       让我们聚焦集体智慧，全国高校联合起来，形成共识，

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中国高校教育教学督导制度

并持续发展。

      让高质量的教育督导体系保障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高质

量发展，为早日建成高等教育强国贡献力量！

      



天下督导是一家！

祝您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
中国高校教育教学督导制度而奋斗！

感谢全国高校督导协作组和CIQA联盟的信任！
感恩兄弟高校同仁朋友长期以来的支持与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