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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华中农业大学教学督导工作实践的体会和思考,对大学教学督导工作的定位、目标任务、督导员队

伍建设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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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教学质量是学校

的生命线。教学督导是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不可缺少

的组成部分,对完善教学质量管理的运行机制,促进

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等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华
中农业大学于1994年组建教学督导组织,开展本科

教学督导工作。本文以笔者对我校教学督导工作实

践的认识和思考,就大学本科教学督导工作的定位、
目标任务、教学督导员队伍建设等问题提出一些

看法。

  一、本科教学督导工作定位

1.教育督导国内外早已有之。我国教育法及教

育部文件中早有规定,指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通过

委派的督导机构及督导员对教育机构或学校贯彻政

策和法规、学校建设发展、教育质量等重大问题进行

综合的或专项的监督。上述学校主要指中、小学。
这是来自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是学校外部

监督。大学因有办学自主权,监督主要来自学校内

部。

2.从国内大学督导的实践情况来看,大学督导

大致有三种类型:(1)对学校人事、教务、科研、后勤

等所有行政部门的监督,类似纪检、监察部门。这种

督导类型,近似权力机构,仅个别大学采用;(2)对学

校教学、学科建设的督导,对教师引进聘用、晋升职

称进行鉴定和评审;(3)把督导定位在教学上,教学

督导是教育督导的一部分。目前我国大学督导组

(团、委员会)大多数是采用第三种类型。2007年教

育部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

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把教学督导制度作为

大学进一步加强教学质量监控,提高教学质量的重

要举措之一。大学的教学督导组(团、委员会)不是

行政权力机构,而是具权威性、学术性的咨询组织。

3.有研究者认为,大学教学督导包含三部分即

督教、督学、督管。督教是指对教师教学全过程的各

个主要教学环节进行检查、咨询、指导、评价;督学是

指对学生的学习活动过程进行多方位的督导;督管

是指对育人环境的管理进行督导[1]。笔者以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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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比较深入、全面,但因教学督导范围过大,在大

学督导实践中极少采用。从目前教学督导组(团、委
员会)的现实情况看,难于办到,也无此必要。因为

目前各高校的教学督导员基本上是离退休人员,不
能与精力充沛的在职人员相比。他们年事较高,精
力有限,属发挥余热,不是全职在岗,不宜承担过多、
过重的任务,宜承担能充分发挥其学术优势和特长

的工作。若开展“督管”,也不是他们的强项,且在监

察、纪检部门之外,又加督导组,不仅机构重叠,也不

利于发挥行政人员对育人环境的管理的积极性。至

于“督学”,它的大部分工作应由团委、学工部门、院
系书记、辅导员、班主任、任课教师来完成。在“督
学”中,教学督导员主要是反馈课堂秩序和学生的学

习态度,反映学生对课程(包括课程设置、课程内容

等)和对任课教师的意见。笔者认为,高校教学督导

应主要定位在“督教”,即主要是教学质量监控、咨询

和帮助青年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同时也了解学生对

学习的态度、对教学的意见及建议等方面,供学校领

导、教务部门制定政策和工作计划时参考。因此,大
学教学督导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属学术性、咨询性

工作。

  二、本科教学督导工作目标与任务

1.大学教学督导组的主要任务是代表学校深入

教学第一线,在教学各个环节了解教与学的状况,对
教学质量进行监控,定期向学校领导和教务处反映

教学现状和提供咨询意见、建议,以不断完善人才培

养、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管理制度,进一步深化大学

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我校于1994年组建教学督导组织,定名为“华

中农业大学教学巡视组”,并制定了“华中农业大学

教学巡视组和教学巡视员工作规程”(简称“工作规

程”)。“工作规程”规定,主要是承担全校教学工作

的督导、检查和评估任务;定期向校领导、教学主管

部门汇报教学信息,并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随时向

授课教师和所在院系的主管教学领导反馈教与学方

面的信息。2002年我校又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高

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
高[2001]4号)的文件精神,落实华中农业大学“关
于进一步做好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意见”
(农教[2001]255号)的文件,对8年前制定的“工作

规程”进行了修改完善。此后,又在研究生教育、继
续教育领域相应成立了教学督导组织,为便于区分,

将原“教学巡视组”称为“本科教学巡视组”。

2.从我校15年的本科教学督导实践来看,教学

督导工作主要是深入教学第一线,对主要教学环节

进行教学质量监控、咨询和帮助青年教师提高教学

水平。值得指出的,我校从组建督导组时起,在把对

教学的质量监控、咨询作为督导组的基本目标任务

的同时,就把帮助青年教师过好教学关,提高教学水

平也作为一项目标任务。我校教学巡视组通过以下

主要工作环节来完成教学督导:
(1)课堂督导。①听课范围:课堂教学质量关系

到人才培养质量。督导课堂教学不仅是指理论课的

课堂,也关注实践课的课堂。实验、实习课是培养大

学生动手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因此,督导课堂教

学既要重视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也要关注实验室、田
间、温室、畜禽舍栏、鱼池、工厂车间等处的实验实习

课教学。②听课重点:学校每学期开设的课程多,开
课教师也多,不可能全部听,只能有选择的听一部分

教师的课。以2008-2009第一学期为例,全校本学

期共开设了1013门课,2700多个课堂。听课的重

点是:第一是“三新”教师(新教师、开新课教师、从非

教学单位调来新开课教师)和青年教师的课堂。通

过深入他们的课堂,了解教师授课情况、教学水平、
课堂秩序、学生对课程和教师的意见。我们很重视

课后与授课教师交流沟通,帮助青年教师提高教学

水平;第二是有问题的课。包括学生上学期评分低

(占全院末尾10%)的教师的课程和期中教学检查

时,学生反应强烈的课程。采取随时听课的方法,以
便了解实际情况;第三是精品课程。我校国家级和

省级精品课程已有60多门,对主讲教师变动大的课

程要重点关注,深入其课堂,了解情况;第四是对历

届青年教师讲课竞赛获奖教师的课堂,随机听课,看
看是否风采依旧;第五是正在进行教学改革的各类

试点班所开设的课程。要深入这些课堂,了解情况,
提出意见建议。③对个别教师进行较系统的跟踪听

课:选择与督导员学科相同或相近的新教师的课,对
其课堂进行较系统的听课,每次课后与任课新教师

坦诚交换意见,鼓励和帮助新教师提高教学水平,过
好教学关。

(2)关注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意见。学生是教学

的主体,要了解学生学习态度和对课程、对教师的意

见和建议。教学督导员通过听课时课堂状况,以及

在课间与学生的交谈,了解学生对“学”与“教”的意

见。再就是督导期中教学检查,参加所联系院系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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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不同年级或专业的学生代表座谈会、任课教师

座谈会、师生代表座谈会,这都是教学督导员了解教

与学情况的主要途径。
(3)督导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是大

学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教学督导员

深入到所联系院系,了解学生毕业论文课题落实情

况、课题质量,学生做实验和教师指导情况,参加毕

业论文公开答辩会和部分班组答辩会,抽查学生毕

业论文,检查其论文文本是否规范、内容有无错误,
等等。

(4)协助教务处做好每两年举办一次的青年教

师讲课竞赛工作。教学巡视组担任评委工作,每场

赛后的现场点评会和给校园网组织撰写点评稿件等

等工作。这是帮助青年教师提高教学水平的一项重

要工作,也是我校教学巡视组的两大目标任务之一

(监控与咨询、帮助)。
(5)参与学校、教务处或院系组织的活动。如期

末考试题的审查(与教学巡视员相同或相近学科的

课程)、教案展评、多媒体课件评比、毕业论文创新奖

的评审、学校资助的重点课程建设评审,年度教师教

学优秀奖的评审,院系教学水平评估、新办专业教学

水平评估等等。

  三、教学督导员队伍建设

1.教学督导员选聘

(1)选聘程序与分工。我校本科教学巡视员的

聘任由学校聘请,先征得本人同意,由院系推荐、教
务处研究,分管校长批准并颁发聘书,发文通知院

系、处等二级单位。本科教学巡视员的分工,是定点

联系与自己学科背景相近的1~2个院系,把它作为

自己工作的主要联系对象。
(2)选聘条件。教学巡视员是从离退休人员中

挑选的具有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办事公正、
有较高威信、有时间和精力和愿意为学校教育事业

继续发挥余热、身体健康、具高级职称教师和中层教

学管理干部。聘期一年,可续聘。教学巡视员的组

成,以教师为主。

2.教学督导员队伍建设

(1)为教学督导员积极创造工作条件。学校高

度重视,经常组织教学督导员学习上级有关文件,及
时通报学校工作和教学情况,使教学督导员掌握精

神,了解高校形势和学校情况,这些有助于他们做好

教学督导工作。
(2)加强学习。科技发展日新月异,退休专家教

授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了解本学科国内外新趋

势、新成果和相近学科的高新科技、热点问题等等,
才能做好教学督导工作。

与此同时,新的教学手段发展很快,多媒体教学

已成为教学的重要形式。与许多教学督导员退休前

所熟悉的“黑板+粉笔+挂图(或幻灯片)”有很大区

别。因此,只有加强学习和了解,才能做好新形势下

的教学督导工作。
(3)明确责任。督导员要有爱心,要像关心爱护

自己的子女一样帮助青年教师成长。要了解当代青

年教师的特点,注意工作方式方法。特别要看到他

们的优点,坚持正面引导。
(4)教学督导员队伍需不断充实。我校本科教

学巡视组从1994年到1999年,教学巡视员维持在

5~6人;2000年到2008年基本稳定在12~15人。
现其中已有1/3超过70岁。由于“文革”的“断层”
影响,预计今后几年退休的教师少,教学巡视员有后

继乏人之虑。再者,教学巡视员的学科背景分布不

均衡、不全面,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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