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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本科院校质量保障体系构建现状 



1.1 现状分析

发展势头猛 愈发受到重视 突围的着力点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
于2018年，全国共有新建本科
院校（含独立学院）702所，而
全国普通本科院校总计1243所，
新建本科院校占比高达56.47%，
俨然已经成为了我国高等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
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
强调，“高校应采取多种措施确
保教学工作中心地位，将提高
教学质量落到实处”。
坚实的经济基础，辅之以国家
政策的指引，新建本科院校迎
来了发展的春天。

全面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构建
高效可行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是大部分新建本科院校应对激
烈的竞争脱颖而出的关键。



新建本科院校质量保障体系构建存在的问题分析 



2.1 问题分析

顶层设计理念亟需更新

教学质量保障机制有待健全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仍需完善



2.1.1 顶层设计理念亟需更新

办学定位

不少院校忽视自身的办学能力与核心

竞争力，一味追求“高层次”，主张

办综合性大学，无法彰显自身的办学

特色，因此在教育同质化的激烈竞争

中逐渐面临淘汰。

指导思想

“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没有得到

最终的落实，课堂教学中仍然没有完成

从“以教为中心” 到“以生为中心”

的转变，另外不少新建本科院校“水课

现象”严重。

人才培养

“闭门造车”现象仍然存在，没有

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产业结

构调整的需求，及时修订人才培养

方案，调整教学大纲，导致所培养

的人才与社会的需求脱轨。 



2.1.2 教学质量保障机制有待健全  

1 2 3 4 5

学校的教学质量监控与管理部

门不独立，受制于教务处、评

估处等部门，多头领导，无法

完全发挥自主性。

大多数新建本科院校的教学质量管理

部门由教务处等部门兼任，教务处兼

具教务运行与质量管理双项职能，容

易出现责任不明、评价不公的现象。

与教学质量保障与管理部门平行的教学

线各职能部门，极少参与学校的教学质

量保障体系构建工作，学校教学质量保

障评价、反馈、改进机制不健全。

.……
从学校的组织架构上来看，大部分的

新建本科院校基本设立了校级质量监

控与管理部门，但是学校教学质量保

障体系的实际运转问题颇多。



2.1.3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仍需完善 

CB

A

  忽视学生平时过程性的考核

部分新建本科院校对学生学习效果监控的主要立

足于学业评价，过分看重期末考试而忽视学生平

时过程性的考核，未能形成全方位、全学程的学

业评价。

  监控的覆盖范围过于狭小

部分新建本科院校虽然重视对教师教材以及

教学秩序的监控，但缺乏对课堂教学、实践

教学、毕业设计、试卷等环节的监控与检查。

    教学质量评价流于形式

部分学校突击性、任务性的教学质量评价流于形式，

无法保证学生评教的客观性与公平性，从而导致评教

可信度不高。另外，教学信息员没有充分发挥教学反

馈作用，授课教师无法获得有效的教学反馈进行持续

改进等问题尤为突出。



新建本科院校质量保障体系构建探索

——以广东东软学院为例



3.1 新建本科院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

Text here构建

A

CB 构建闭环的信息反馈机制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健全教学质量保障组织 



3.1.1 健全教学质量保障组织

    学校坚持科学质量观和全面质量管理理
念，制定了《广东东软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体
系实施方案》，明确学院教学质量管理领导
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教学质量主体、质量
管理与监控等各个方面，明确职能部门、教
学单位在教学质量生成过程中承担的责任与
角色，并确定各部门在质量管理、监控、信
息反馈、整改等质量保障过程中的工作机制。
目前，学校构建了以教务部为主体的教学运
行管理平台、教学质量管理与保障部为主体
的教学质量监控平台和教师发展中心为主体
的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服务平台，建立了“三
位一体”的质量管理协同工作的组织架构。
各部门各司其职，既独立开展工作，又相互
补充合作，形成合力，发挥在教学质量保障
方面的重要作用。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组织架构



3.1.2 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为保证专业教学效果，确保把
提高教学质量落实到教学中的各个
环节，学校不断完善教学质量监控
体系，在已有本科教学管理制度的
基础上，先后出台《广东东软学院
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实施方案》、
《广东东软学院关于校领导集体听
评课的有关规定》、《广东东软学
院本科专业学士学位授予质量监督
管理办法》、《广东东软学院毕业
设计（论文）工作质量评价方案》
等教学管理制度，并初步形成学院
教学管理制度体系汇编目录，从制
度层面，为学校的质量保障体系保
驾护航，进一步规范学校教师的教
学行为、教学管理工作。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3.1.3 构建闭环的信息反馈机制

   学校建立了“诊断—反馈—整改—回访”
的教学质量信息反馈机制，通过教学基本状
态数据、教学督导教学评价意见、第三方外
部考核、专项评估报告、教学检查等质量管
理工作，建立了教学质量诊断机制，并及时
通过教学质量管理委员会工作会议、教学工
作例会、师生座谈会、《教学督导情况周
报》、《高教研究与评估简报》、《学生教
学信息员教学状态反馈信息月报》、505教
学质量反馈热线等方式，反馈给相关职能部
门和二级教学单位，有效推进相关问题的改
进与解决。目前学校已初步建立起了教学质
量自我约束、自我改进、自我完善的闭环式
开放的持续改进机制。 

教学质量信息反馈流程图



3.2 新建本科院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实施

1 2 3 4

开展四个专题检查
学校每个教学周期会开展课堂教学、实验
教学、试卷、毕业论文（设计）四个专题
的教学检查与评价，对教学环节的运行与
管理进行专项监控，对教学运行中好的做
法进行归总与宣扬，对各项教学工作中出
现的异常情况进行纠偏，并针对存在的问
题提出改进的意见与建议。

执行三期教学检查
学校每个教学周期坚持执行期初、期中、
期末三期的教学检查工作，对教学质量
进行全面监控。其中，期初教学检查主
要针对教师及学生出勤、教材到位、教
师备课、课堂教学秩序等情况进行；期
中重点检查教学计划执行、课堂授课、
学生学习、教研活动开展、各项教学活
动实施等情况；期末主要针对考试组织
安排、学生考试纪律、教师阅卷、登录
学生成绩、教学单位教学资料归档等情
况进行检查。

落实两项评估工作
学校认真落实专业评估和课程评估工作，
不断提升内部监控的质量与水平。学校认
真学习专业评估与认证的各项事宜，积极
参与“工程教育认证”以及“新工科”、
“新商科”等工作。另外，教育部鼓励各
高校打造“金课”，淘汰“水课”，学校
响应号召，一方面，加强教师职业能力与
教学手段的培训，另一方面，加强课程评
估工作，落实教学督导听评课以及校领导
集中听评课制度，严把“质量关”。

引入一个诊断评估
学校每个教学年都会花重金，聘请行业、
协会、企业的外部专家进校，对学校的人
才培养与企业的需求符合度进行诊断评估。
通过第三方外部专家的考核，来衡量学校
的专业教学情况与社会实际需求是否相符、
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质量是否能满足企业
实际操作的需要，对学校人才培养质量进
行客观和专业的评估，促进教学质量保障
体系的不断完善。



新建本科院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思路



4.1 构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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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革新观念，突出特色 

    新建本科院校要构建健全完善的质
量保障体系，需要从顶层设计上革新理
念，彰显特色。要坚持“以本为本”，
推进“四个回归”：回归常识、回归本
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贯彻落实
“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结合学校的
核心竞争力，立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
及行业企业的实际需求，不断提升学校
的教学质量，走适合学校自身发展的特
色之路。  



 4.1.2 健全机制，持续改进  

    新建本科院校要高度重视质量保障组织机构建
设工作，构建“学校-学院-系部”三级质保联动机
制，强化质量保障管理队伍建设，学校自上而下形
成合力，构建全校参与、全程监控的质量管理机制。
另外，进一步完善学校质保体系的各项规章制度与
管理规定，加强对日常教学环节的检查，重点监控
实践教学等薄弱环节；要严格执行督导听评课与校
领导听评课制度，加强学生评教与评估的管理，重
视学生信息员的反馈。质量保障体系本质而言，是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加强PDCA循环管理法与质
量保障体系的有机融合，及时解决运行与管理中出
现的问题，采取措施持续改进与完善质量保障体系，
构建一个相对封闭的循环。



 4.1.3 把握契机，内涵发展 

    国家鼓励、政府支持、社会认同，多方合
力为新建本科院校的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高等教育同质化的现象
也将愈演愈烈，新建本科院校不能再一味坚持
“扩张”的路子，更要结合自身的实际，走内
涵式发展之路，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因
此，新建本科院校要回归办学初心，回归办学
梦想，重视质量保障体系构建，不断健全质量
保障机制，提高教学管理的服务与水平，不断
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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