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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评价中心 2016 年工作要点 

 

2016 年是学校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学校全面深化综

合改革的关键之年，教学质量评价中心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精神，

按照《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 号）、

《教育部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教高

〔2013〕10 号）精神和《湖北民族学院全面深化综合改革任务分解》相关

要求，进一步加强日常教学过程督导和教学质量监控，促进学校本科教学

工作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一、创新教学质量监控方法，强化日常教学督导 

1．充分发挥教学督导员的作用，加强日常教学工作督导。重点是“教

学三期”和节假日前后阶段的教学运行检查。一是对各教学单位开展教学

巡视检查，了解教学运行以及教学管理等情况；二是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

检查力度，对青年教师、新进教师和学生反映问题较大的部分教师进行随

堂听课，定期公布随堂听课的评分结果；三是参与各教学单位组织的示范

课教学和教学研究活动，抽查各教学单位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开展情况；四

是围绕后期教学工作进行督查，重点是教师教学任务完成情况和期末考试

运行情况。努力营造良好的教风和学风，确保学校教学秩序稳定运行。 

2．做好教学专项检查与评价工作，促进教学规范化建设。重点对 2015

年考试课程试卷、2016 届毕业论文、教学档案、教学基本文件等进行专项

抽查，进一步促进主要教学环节的持续改进，提高教学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3．充分发挥学生教学信息团的作用，加强教学信息收集与反馈工作。

重点是做好学生教学信息团的指导和服务，加强学生教学信息员培训，定

期召开学生座谈会，按照《湖北民族学院教学信息收集与反馈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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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加强教学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反馈，并结合其他督评工作，及时编印

《教学督评信息》。 

二、完善各种督评制度，健全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4．修订和完善各种督评制度和评价方案，建立科学、合理且具有可操

作性的本科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按照学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结合

教学质量评价中心的工作职能，强化对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的监督、指导

和评价。 

5．积极组织开展“全员评教”、教师评学和教学管理工作评价，做到

“评教、评学、评管”全覆盖。进一步完善教务系统之教学质量评价子系

统，提高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与此同时，探索评

价结果的有效运用，促进教风和学风建设，提升教学管理水平。 

6．开展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信息的统计、分析和反馈工作，促进教学工

作持续改进。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组织开展大学

生学习满意度问卷调查工作，全面启动本科学生学习效果评价工作。不断

创新工作方法，建立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参与教学质量评价的新机制。 

7．切实做好协调和服务，为教学专家委员会和教学督导组有效开展工

作创造良好的条件。发挥教学专家委员会成员的示范引领作用，组织开展

审核评估各项评建任务的检查，切实发挥各类教学专家在教学工作研究、

咨询、评价、督导和监控中的重要作用。 

8．积极参与学校各项改革，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师德师风建设和教学能

力建设。树立协同育人的理念，支持配合学校的各项教学改革，积极参与

各教学单位新进教学人员的教学能力考核与评价工作，配合教务处、人事

处开展各种教学奖项和名师计划的评选推荐工作。 

三、科学谋划，精心组织，全面推进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 

9．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各项评建任务全面落实。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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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审核评估评建办公室统一部署，结合教学质量评价中心工作职能，督促

各教学单位、职能部门对照评估范围深入开展自查、自评、自建工作，收

集整理支撑材料。协同相关部门积极开展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填

报工作，建立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常态监测机制。 

10．周密安排，分工协作，认真完成好各种报告和材料的撰写工作。

组织编写并适时发布学校《2015 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协同有关部门撰

写《湖北民族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自评报告》，充分发挥年度质量报

告对教学质量的评价、反馈和导向作用，配合有关部门制定《湖北民族学

院教学质量体系实施纲要》，完善学校教学质量标准。 

四、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加强中心自身能力建设 

11．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切实履行教学质量评价中心

的各项监督责任。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弘扬无

私奉献、爱岗敬业的精神，厉行勤俭节约。做好风险点的查找和防控，扎

实推进反腐倡廉、治安综合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12．加强教学质量评价中心的自身建设，不断提升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扩大对外交流，注重学习培训，不断总结并研究教学督评与监控工作中的

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办法，创新工作思路，努力完善学校教学质量评价工

作机制，不断提高教学督导、监控与评价工作水平。加强中心的网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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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春季学期教学督导员联系教学单位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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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春季学期第 1～3 周教学督查情况简报 

 

为了解和掌握开学初期教学情况，及时发现并解决教学与教学管理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教学工作正常运行，2016 年春季学期第 1～3 周（2

月 29 日～3 月 20 日），学校教学督导组、教学质量评价中心工作人员对各

教学单位教学运行情况进行了巡视检查，其督查情况如下： 

一、开学初期教学运行整体情况 

从检查情况看，开学第 1～3 周教学运行整体情况良好，秩序井然，各

教学单位高度重视，全员行动，参与巡视检查，为各项教学工作的顺利开

展保驾护航。 

1．准备充分，全员行动，突出教学中心地位。2 月 27 日～2 月 28 日，

学校和各教学单位先后召开新学期教学工作会议，副校长邓磊对学校教学

工作提出要求，教务处、教学质量评价中心分别就本学期相关教学工作做

出安排部署；各教学单位教学管理人员全员行动，提前到岗，认真准备，

进一步落实课表核对、发放到位，教学安排到位，教学检查安排到位，桌

椅、照明、多媒体等设备设施修缮到位，环境卫生打扫到位等，确保了教

学正常运行。 

2．领导重视，全员参与，深入教学一线。2 月 29 日，教务处作了周密

部署，学校在家领导、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各教学单位党政领导深入教

学第一线听课、座谈调研，对学生出勤率、教师到岗情况、课程安排、教

学设备准备及师生的精神面貌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检查，并于当日

下午召开教学检查情况反馈会，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积极处理。与此同时，

各教学单位安排教学及学工管理人员检查教学运行情况，安排教师听课评

课，及时掌握开学第一周的教学状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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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督导巡视、听课情况  

开学第 1～3 周，教学督导员就各教学单位教学运行情况进行巡视检查，

发现问题并及时反馈，相关学院领导高度重视，及时处理，管理措施得力、

效果明显，教学秩序良好。如生科院多媒体管理规范，实行严格登记制度，

并提前安排教师参与听课评课；临床医学院专设办公室，特聘 3 名专职督

导员，并实行课前教师签到制，对教师上课做出具体要求；体育学院进一

步加大了教学管理力度，学生到课率高，精神面貌好，从对 5 个班级学生

到课率的随机检查来看，仅其中 1 个班级有 3 人未到，其余 4 个班级到课

率均达到 100%。  

同时，教学督导组随堂听课 112 次，涉及理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化

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医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体

育学院、法学院、预科教育学院、林学园艺学院、中医药学院、临床医学

院等 12 个学院的 37 名教师。教师课堂教学水平整体优良，其平均得分在

90-100分的为 13人，占比35.14%；得分在 75-89分的为24人，占比 64.86%。

大部分任课教师尽职尽责，上课准备充分，教学文件齐备，精神饱满，教

学内容熟悉，教学组织严密，学生课堂出勤率较高，课堂秩序井然，教学

效果良好，学生反响较好。 

三、不足之处 

1．部分教师课堂教学能力尚显不足。存在照本宣科的现象；教学方式

方法单一，缺乏必要的师生互动，课堂气氛较沉闷，重讲授，轻学习效果，

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效果不佳；课堂讲授语言表达不理想，如

语速偏快、含糊不清、语气平淡、激情不足、说理不充分等。 

2．少数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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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对象，忽视学生上课讲小话、睡觉、玩手机等问题，课堂管理意识不强。 

3．部分教学设施有待改善，存在多媒体老化现象。部分教室钟表时间

不准确；部分教室多媒体设置欠合理，屏幕太大，无板书空间，很容易导

致教师照本宣科；部分教室多媒体音响效果较差、投影效果欠佳或未安装

杀毒软件，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4．教学管理有待进一步完善。如开学初部分教学单位课表调整幅度较

大，不利于教学秩序的稳定。 

四、几点建议 

1．建议各教学单位充分利用教学建设与督导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本

单位教学工作情况的督查，长抓不懈，持之以恒。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

保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转。 

2．建议各教学单位高度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

对新进教师和青年教师的教学检查与指导，进一步落实“导师制”，促进

课堂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3．建议各教学单位充分利用现有教学资源，合理安排教室，减少教学

设备的闲置，改善教学设施，为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创造良好条件。 

4．建议各教学单位抓好课堂学生考勤，进一步加强教风、学风建设，

规范教师职业行为，严肃教学纪律，消除教学事故隐患。 

5．建议任课教师就授课教室多媒体设施情况调整课件，提前到位检查，

做好准备，避免因教室多媒体设备老化，投影效果不佳，影响教学效果，

或因个别教室多媒体设备临上课时出故障，无法打开课件，影响教学进度。 

6．建议各单位推进教学管理的创新，促进教学常规管理与教学改革相

适应。结合学校教育教学综合改革的目标任务，面对教学改革过程中出现

的新情况，不断探索教学管理如何与之相适应，以推动教学质量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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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秋季学期全员评教、教师评学情况简报 

 

教学质量评价是建立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的重要内容，更是

全面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为了进一步强化教学质量监控，促进教风

和学风建设，2015 年 12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教学质量评价中心

组织开展了 2015 年秋季学期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全员评教）、教师评学工

作，并对评教、评学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初步统计分析，其评价结果详见附

表 1～5，现将情况通报如下： 

一、教师教学质量评价 

此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包括学生评教、同行评价、专家评价三个部分，

按学生评教占比 50%、同行评教占比 20%、专家评教占比 30%进行综合评分。

从综合评分结果来看，此次全员评教被评课程共计2444门次，有效评分2210

门次，覆盖比例达 90.43%。其评分均在 75 分以上，其中，90 分及以上的

课程为 1822 门次，占 82.44%；75-89 分的课程为 388 门次，占 17.56%。被

评教师共计 851 人，有效评分 762 人。其评分均在 75 分以上，其中，评分

在 90-100 分的教师为 638 人，占 83.73%；评分在 75-89 分的教师为 124 人，

占 16.27%。 

（一）学生评教 

1．学生参与情况 

各教学单位、教学信息员对学生网上评教工作进行了认真的宣传动员，

及时提醒并督促学生积极参加网上评教。据统计，2015 年秋季学期学生应

参评 144326 人次，实际参评 139207 人次，平均参评率达到 96.45%。 

2．被评课程情况 

学校 16 个教学单位的学生对 2444 门次课程进行了课堂教学质量评价，

其覆盖比例达到 100%。统计表明，课堂教学评分多数在 75 分以上。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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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分及以上的课程为 1603 门次，占 65.59%；75-89 分的课程为 836 门次，

占 34.21%；60-74 分的课程为 4 门次，占 0.16 %；60 分以下的课程为 1 门

次，仅占 0.04%。 

3．被评教师情况 

学校 16 个教学单位的学生对 851 名教师的上课情况进行了评价。统计

表明，教师教学评分基本在 75 分以上。其中，评分在 90-100 分的教师为

578 人，占 67.92%；评分在 75-89 分的教师为 272 人，占 31.96%；评分在

60-74 分的教师仅 1 人，占 0.12%；无评分在 60 分以下的教师。 

（二）同行评教 

1．被评课程情况 

此次全员评教同行参评 19729 人次，各专业同行对 2242 门次课程进行

了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其覆盖比例达 91.73%。统计表明，课堂教学评分均

在 75 分以上。其中，90 分及以上的课程为 2125 门次，占 94.78%；75-89

分的课程为 117 门次，占 5.22%。 

2．被评教师情况 

此次同行评教共对 784 名教师的上课情况进行了评价。统计表明，教

师教学评分均在 75 分以上。其中，评分在 90-100 分的教师为 727 人，占

92.73%；评分在 75-89 分的教师为 57 人，占 7.27%。 

（三）专家评教 

1．被评课程情况 

学校 16 个教学单位的各教学专家对 2347 门次课程进行了课堂教学质

量评价，其覆盖比例达 96.03%。统计表明，课堂教学评分均在 75 分以上。

其中，90 分及以上的课程为 2007 门次，占 85.51%；75-89 分的课程为 340

门次，占 14.49%。 

2．被评教师情况 



10 

 

学校 16 个教学单位的各教学专家对全校 803 名教师的上课情况进行了

评价。统计表明，教师教学评分均在 75 分以上。其中，评分在 90-100 分

的教师为 688 人，占 85.68%；评分在 75-89 分的教师为 115 人，占 14.32%。 

二、教师评学 

学校 16 个教学单位的 718 名任课教师对其授课班级学生学习状况进行

了评价，涉及 2110 门次课程的各个班级（每门次课程对应班级有合班上课

情况的，视为 1 个教学班）。统计表明，评分在 90 分及以上的班次为 1432，

占 67.87%；评分在 75-89 分的班次为 636，占 30.14%；评分在 60-74 分的

班次为 37，占 1.75%；评分在 60 分以下的班次为 5，占 0.24%。 

 

附表 1  2016 年秋季学期全员评教综合评分情况统计表 

附表 2  2016 年秋季学期学生网上评教情况统计表  

附表 3  2016 年秋季学期同行评教情况统计表 

附表 4  2016 年秋季学期专家评教情况统计表 

附表 5  2016 年秋季学期教师评学情况统计表 

 

 

 



11 

 

 

附表 1 
        

2015 年秋季学期全员评教综合评分情况统计表 

教学单位 

被评课程得分情况 被评教师得分情况 

优 良好 中 差 
已评门次 

优 良好 中 差 
已评教师人数 

［90，100］ [75，90） [60，75） 60 分以下 ［90，100］ [75，90） [60，75） 60 分以下 

文学与传媒学院 126 13 0 0 139 62 6 0 0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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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15 年秋季学期学生网上评教情况统计表 

教学单位 

学生参与情况 被评课程得分情况 被评教师平均得分情况 

应参评

人次 

已参评

人次 

参评率 

% 

优 良好 中 差 已评

门次 

优 良好 中 差 已评教

师人数 ［90，100］ [75，90） [60，75） 60分以下 ［90，100］ [75，90） [60，75） 60 分以下 

文学与传媒学院 12726 12513 98.33 88 54 0 0 142 44 27 0 0 71 

理学院 9471 8993 94.95 137 24 0 0 161 57 10 0 0 67 

信息工程学院 10651 10296 96.67 91 72 0 0 163 41 25 0 0 66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6734 6451 95.80 88 37 1 0 126 32 11 0 0 43 

医学院 20910 19960 95.46 145 95 1 0 241 65 46 0 0 111 

经济与管理学院 11830 11189 94.58 57 106 0 1 164 21 36 1 0 58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5905 5681 96.21 88 30 0 0 118 38 10 0 0 48 

外国语学院 16070 15478 96.32 247 86 2 0 335 78 16 0 0 94 

体育学院 10277 10079 98.07 263 84 0 0 347 52 2 0 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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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15 年秋季学期同行评教情况统计表 

教学单位 
同行参

与人次 

被评课程得分情况 被评教师平均得分情况 

优 良好 中 差 
已评门次 

优 良好 中 差 
已评教师人数 

［90，100］ [75，90） [60，75） 60 分以下 ［90，100］ [75，90） [60，75） 60 分以下 

文学与传媒学院 1012 137 0 0 0 137 65 2 0 0 67 

理学院 1150 163 0 0 0 163 69 0 0 0 69 

信息工程学院 975 161 0 0 0 161 65 0 0 0 65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747 102 22 0 0 124 34 8 0 0 42 

医学院 1037 162 21 0 0 183 68 14 0 0 82 

经济与管理学院 268 116 16 0 0 132 46 6 0 0 52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871 107 1 0 0 108 42 2 0 0 44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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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2015 年秋季学期专家评教情况统计表 

教学单位 

被评课程得分情况 被评教师平均得分情况 

优 良好 中 差 
已评门次 

优 良好 中 差 
已评教师人数 

［90，100］ [75，90） [60，75） 60 分以下 ［90，100］ [75，90） [60，75） 60 分以下 

文学与传媒学院 138 4 0 0 142 64 4 0 0 68 

理学院 156 0 0 0 156 63 0 0 0 63 

信息工程学院 159 0 0 0 159 63 0 0 0 63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125 1 0 0 126 41 2 0 0 43 

医学院 157 49 0 0 206 73 18 0 0 91 

经济与管理学院 90 74 0 0 164 28 30 0 0 58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114 4 0 0 118 46 2 0 0 48 

外国语学院 323 3 0 0 326 89 1 0 0 90 

体育学院 215 102 0 0 317 33 16 0 0 49 

艺术学院 241 14 0 0 255 69 5 0 0 74 

法学院 100 38 0 0 138 42 17 0 0 59 

马克思主义学院 87 8 0 0 95 27 5 0 0 32 

预科教育学院 0 0 0 0 0 0 0 0 0 0 

民族研究院 11 37 0 0 48 1 10 0 0 11 

林学园艺学院 54 6 0 0 60 23 5 0 0 28 

中医药学院 37 0 0 0 37 26 0 0 0 26 

合  计 2007 340 0 0 2347 688 115 0 0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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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2015 年秋季学期教师评学情况统计表 

教学单位 
参评教师

人数 

被评班级得分情况 

优 良好 中 差 已评 

班次数 ［90，100］ [75，90） [60，75） 60 分以下 

文学与传媒学院 65 91 39 1 0 131 

理学院 64 102 49 3 0 154 

信息工程学院 66 83 73 6 1 163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39 81 31 3 0 115 

医学院 80 97 84 7 2 190 

经济与管理学院 33 54 35 0 0 89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41 62 38 3 0 103 

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