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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面质量管理(TQM)在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将TQM 的核心理念贯穿于教学质量标准体系、

运行体系和监控体系之中,是高校加强教学质量管理的科学途径。在教学管理过程中,运用PDCA循环程序,把
教学质量管理的决策系统、实施系统、监控系统和处理系统有机结合起来,形成闭合型质量管理链,使教学质量

在各个环节的相互促进中不断改进和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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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totalqualitymanagement(TQM)iswidelyusedinmanyfields.Itwillbeaneffec-
tivemeasuretoimplementthescientificmanagementinuniversitiestoapplythecoreconceptofTQMto
theteachingqualitystandardsystem,runningsystemandmonitoringsystem.Inteachingmanagement,

theappicationofPDCAcycleorderwillconnecttheteachingmanagementdecision-makingsystem,the
implementationsystem,monitoringsystemandprocessingsystemorganicallysoastoformaclosed
teachingqualitymanagementchain.Inthisway,thequalityofteachingwillbeconstantlyimprovedin
theprocessofinteractionandbettermentofeverysysteminthe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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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了稳定规模与提高教育质

量协调发展时期。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

把高等教育重点放在提高教学质量上来,是党中央、
国务院对发展高等教育,培养高质量人才所作出的

战略决策。教育部提出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
效益协调发展”的改革思路,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教育

教学质量建设文件,促使高校进一步确立教学工作

的中心地位,把教学质量摆在首位,将高等教育质量

建设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和

高校积极响应。高校面对国家、社会和用人单位越

来越高的要求,承受着空前的压力,势必积极探索行

之有效的教学质量管理模式。构建大学教学全面质

量管理体系,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落实科学发展观,
认真贯彻教育部加强高校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

系列文件精神的需要,同时也是高校加快自身发展

的迫切需要[1]。本文从全面质量管理的视角,借鉴

全面质量管理理念,引进PDCA(全面质量管理的科

学程序)循环质量管理模式,对高校教学活动的主要

环节实施全面质量管理,建立以持续改进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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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全面质量管理体系。

  一、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引入高校教
学质量管理

  全面质量管理(TQM)理论,最先是20世纪60
年代初由美国的著名专家菲根堡姆提出。它是在传

统的质量管理基础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营

管理上的需要发展起来的现代化质量管理理论,是
达到和保持世界级质量水平的要求,现已成为一门

系统性很强的科学。所谓全面质量管理,是指为确

保产品质量的持续提高,由组织的全体人员综合应

用现代科学和管理技术,对影响质量的全过程和各

种因素进行全面、系统地管理,以达到生产消费者满

意的产品的目的的一种质量管理方法。主要包括四

个核心理念:消费者满意、全员参与、质量的持续改

善和依据事实进行管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指出:

“最近的各种实验表明,许多工业领域的新管理程

序,都可以实际应用于教育,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可以

这样 做,而 且 在 一 个 教 育 机 构 内 部 也 可 以 这 样

做”[2]。国外高校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TQM 的

尝试,如美国在1991—1996年,全部和部分实施

TQM的学校由78所增至216所。近些年来,尤其

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我国一些高校也开始借鉴

企业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引进全面质量管理的科

学方法,遵循高等教育教学的内在规律,研究构建大

学教学全面质量管理体系,推进高校教学管理科学

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
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首要原则是强调顾客和生

产者满意,“始于顾客需求,终于顾客满意”是其宗

旨。高校教学工作的最终目的是培养高层次的专门

人才,其落脚点是对学生的教育和培养。作为教学

主体的学生和办学主体的教师,是学校的主要顾客

和生产者。他们的积极性、能动性的发挥直接影响

到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建立高校教学全面质

量管理体系,首先必须实现教育思想的转变和突破,
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尊重学生,满足师生员工

的需要。由此可见,构建高校教学全面质量管理体

系的首要原则是建立“以人为本、师生满意”的质量

理念。
全面质量管理的核心是全员质量观。就高等教

育而言,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教学质量的重

要性不仅对学校、而且对学校的组成单位及个人均

有同样的意义。广大教师、学生、管理人员,学院、管
理部门、后勤保障部门都应纳入质量管理的范畴。
只有师生员工共同参与和关注教学质量,才能真正

实现“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全员质量管

理。
全面质量管理强调质量的持续改善和依据事实

进行管理。持续改进是提高生产质量的关键和目

标,将质量管理的全过程分成四个环节,计划,确定

方针和目标,确定活动计划;执行,实地去做,实现计

划中的内容;检查,总结执行计划的结果,注意效果,
找出问题;处理,对总结检查的结果进行处理,成功

的经验加以肯定并适当推广,失败的教训加以总结,
修正偏差,提出新的方案。这就是美国质量管理专

家戴明博士提出的PDCA循环[3],它是全面质量管

理理论中典型的质量管理程序,是不断循环改进,持
续提高的科学管理方法。把PDCA循环运用到高

校教学质量管理之中,使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按

PDCA科学管理,形成大环套小环,小环保大环,循
环前进的质量管理链,以促进高校教学质量在计划、
执行、检查和处理过程中阶梯式上升、持续提高。

  二、构建高校教学全面质量标准体
系

  教学质量标准体系,是高校教学质量管理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质量标准是高校教学计划实

施、质量监控、质量改进的基础和依据。抓教学质

量,必须建立教学质量标准。由于教学活动对象的

全员性和教学过程的全程性及教学管理的全方位

性,决定了教学质量管理的系统性。因此,应按照全

面质量管理理论,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师生满意”、
全员参与的质量观,以教学培养目标的全面实现、学
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为导

向,构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教学质量标准体系。

1.制定教学质量标准应遵循的原则

教学质量标准是规定和指导教师教学和学生学

习以及一切教学管理活动的指南,对教学质量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构建教学质量标准,应遵循一

定的原则,符合教学内在规律。
(1)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制定教学质量标准的

重要原则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家法律、法规主

要包括高等教育的法律制度、条例和文件等,如国家

颁发的《高等教育法》、《教师法》、教育部颁发的《关
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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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等。这些法律和法规充分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

人才培养目标,只有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制

定质量标准,才能保证人才培养质量适应国家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2)符合学校发展特色。教学质量标准是学校

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充分体现。在制定质量

标准过程中,应体现学校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目标,
展现学校人才培养特色。如武汉理工大学依托行业

背景,充分利用建材建工、交通、汽车三大行业资源,
按照“厚基础、宽口径、善创新、高素质”的人才培养

思路,提出培养“三强”人才的目标。在制定专业建

设、培养计划、课程建设、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等质量

标准时充分考虑了以上因素,突显了学校的发展特

色。
(3)体现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高校教学

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培养计划的制定,到教学环

节的落实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体系,一切教学活动

都是依据培养计划来组织实施。如果质量标准前后

矛盾、缺乏系统性,势必影响到计划的落实。没有科

学依据的质量标准,是不具备生命力的标准。不可

操作的标准如同没有标准。因此在教学质量标准的

制定过程中,应充分体现标准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可

操作性。

2.确立教学质量标准的内容体系

按照教学活动性质来划分质量标准:可分为理

论教学质量标准和实践教学质量标准[4]。
(1)理论教学质量标准。①专业培养计划:各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大纲;②专业建设标准:
学校专业建设总体计划和品牌专业建设、特色专业

建设方案、专业评估方案;③课程建设标准:平台课

程、精品课程、优质课程建设方案和课程评估方案;

④教师授课环节质量标准:教师备课(含多媒体课

件)、课堂讲授(含多媒体运用)、习题要求、辅导与答

疑、作业的批改等、课堂教学质量评估标准;⑤教材

建设与使用质量标准:教材建设与使用、教材选用

与评价的有关规定;⑥课程考核质量标准:命题与

成绩评定、考试组织管理、考场与监考、试卷管理

等。
(2)实践教学质量标准。①实验室管理规定:实

验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实验安全运行管理办法、开放

实验室管理办法等;②实验教学人员管理规定:实验

教学工作规范、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工作规范和岗

位职责;③实验教学管理规定:实验实习和实训教学

大纲,学生实验指导守则、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实

施办法等;④学生生产实习标准:生产(毕业)实习管

理办法、教学实习管理办法、实习基地建设与管理办

法等;⑤毕业论文(设计)质量标准:包括毕业论文

(设计)工作条例、毕业论文(设计)基本规范要求等;

⑥课程设计管理办法;⑦实验教学评估办法:包括实

验课程质量评估标准、实习实训质量评估标准、毕业

论文(设计)质量评估标准。

  三、构建高校教学全面质量运行体
系

  全面质量管理活动的过程,就是质量计划的制

定和组织实施的过程。在全面质量管理活动的运行

中,应用PDCA循环的科学程序,是项目管理、企业

管理的法宝[5]。高校教学质量管理运用PDCA循

环程序,把教学质量管理系统分为四个子系统(或者

说四个环节),即决策系统、实施系统、监控系统、处
理系统。四个子系统的有机结合形成闭合型质量管

理链,在这条管理链上,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不
断改进、持续提高。

(1)决策系统。决策系统承担着确定学校办学

理念和定位,制定学校发展目标和人才培养目标,制
定质量标准的职责。它的承受部门涉及到学校党

委、行政部门、学术委员会、教学职能部门等。在这

条质量管理链上,它引领着其它三个系统的运行,也
依赖于其它三个系统的反馈。新一轮制度、标准的

制定与完善的依据来自于实施系统、监控系统、处理

系统对偏差的反馈和建议的提出。
(2)实施系统。根据教学制度和教学标准,教学

执行部门组织实施,他们的职责是不偏不倚地按照

质量标准落实各项计划。学院、教学职能部门、教
师、学生、教辅人员为实施系统的主要承受人。

(3)监控系统。依据学校教学质量标准,对教学

各环节质量进行检查监督、发现问题、反馈信息、提
出建议。主要承受部门为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估部

门。
(4)处理系统。根据质量监控部门反馈的信息,

依据教学质量标准,处理教学事故,并提出修正偏差

的措施和意见,督促改进,以实现预期的标准。
以上四个子系统的运行轨迹是一条弧线型的圆

周运动,它们首尾相连形成闭合型质量管理链。在

这条质量管理链上,决策系统,根据质量监控系统和

其它系统运行和反馈的结果,不断调整和完善各项

931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总84期)

质量标准。教学实施系统、质量监控系统、问题处理

系统,再依据新的质量标准,组织新一轮教学活动,
实施质量控制。教学质量就在不断循环、不断更新

和不断改进的过程中得以提高,使教学质量朝着更

高的方向发展。

表1 高校教学全面质量管理运行系统

系统名称 承受部门(人员) 职责内容

决策
系统(P)

党委办 公 室、校 长 办 公 室、学 术 委 员
会等

制定学校建设和发展的总体目标;确定学校办学的指导思想和办学思路、办学
类型、层次、学科结构、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

教务处、研究生院等职能部门、学院、
部、中心等

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各专业教学培养计划;制定专业建设方案和课程建设
计划、教材建设与使用计划;编制各环节教学质量标准。

实施
系统(D)

教务处、研究生院等职能部门;学院、
部、中心;教师、学生、教辅人员等

按照教学质量标准,组织落实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并开展专业建设和课程建
设、教材建设。

监控
系统(C)

教学质量监控机构、教学评估机构等
依据教学质量标准,对各教学环节和教学效果进行检查、督促、评估,发现偏差、
反馈信息、提出意见,为决策部门和职能部门提供依据。

处理
系统(A)

教务处、研究生院等职能部门、学院等
对质量监控中发现的问题,对照质量标准,及时更正,保障偏差的最小化和实现
质量标准的最优化。

  四、构建高校教学全面质量监控体
系

  全面质量管理强调过程管理,质量形成于过程,
要求教学活动全部环节处于受控状态。在高校教学

质量管理过程中,通过紧紧抓住每一个教学环节和

每一个阶段的质量管理,对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质

量管理均运用PDCA循环进行设计和质量控制,以
阶段性目标的最优化,保证教学全过程质量的最优

化,实现教学质量的整体优化。

1.教学活动的全过程控制

教学活动全过程控制,包括教学组织的全过程

控制和教学环节实施的全过程控制。教学组织过程

控制是指对课堂教学、实验教学、课程设计、生产(毕
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考试考核等严格按照质

量标准和规章制度进行检查、评价,发现问题、反馈

信息、提出意见、处理偏差。教学环节实施的全过程

控制是指使每一项教学活动始终处于监控之中。如

毕业论文(设计)环节,从选题、导师配备、任务书、开
题报告、教师的指导和评阅、论文答辩和成绩评定等

进行全过程的跟踪检查和控制。

2.教学建设的全过程控制

教学过程控制的另一条线是教学建设。所谓教

学建设,指促进教学活动正常运行和教学质量不断

提高的关键因素。其主要方面为:①教学培养计划

和课程教学大纲质量与水平的审核与评价;②品牌

专业和特色专业建设方案的审核与评价;③师资队

伍建设计划与培养方案的审核与评估;④课程建设

方案的审核与评价,包括各级精品课程和优质课程

建设方案;⑤教学研究与改革方案的审核与评估;

⑥实验教学建设审核与评价。

3.教学效果的终结性评价

教学效果的终结性评价如同企业产品质量最后

的合格检验,是判断其教学质量标准是否实现,是否

达到基本水准和最高要求阶段,该阶段的评价对下

一个循环的进一步改进十分重要,既是发现问题,也
是总结经验。终结性评价可以按教学组织类型进

行,也可以是按学年或一届毕业生进行。
武汉理工大学通过教学督导和校内评估的有机

结合,实施教学全面质量监控,对教学建设、教学活

动的各个环节进行全程性检查、督促和指导,既强化

过程控制又注重学年评估,形成了过程与结果全面

均衡的闭合型教学质量管理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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