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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导 视 点

我国教育督导制度起始于 20 世纪初。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部分本科院校和少数高职院校借鉴这一制度也开展了校

内教学督导工作。我院于 2021 年开始实施教学督导，实践

表明，教学督导对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作出了积极

贡献。本学期，我院启动了教学督导工作。“督导”一词的

字面含义即“监督”和“指导”。我院教学督导是督导机构

代表学院对各教学部门教学过程的监督和指导。面对高职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参照国务院《教育督导条

例》，结合我院教学工作实际，教学督导工作要坚持以下原

则：

依规依法督导。教学督导是学院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教学督导行为需要系统的制度和规范体系予以

规范和保障。因此，要进一步健全学院教学督导基本制度，

制度要明确督导的目的、任务、职责、实施、督导机构设置

和人员要求等。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

技术技能人才是我院主要职能之一。我院督导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应是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督促检查、评价指

导等一切督导工作都要以是否有利于人才培养质量提高为

标准。



监督和指导相结合。监督包括观察、检查、调查、访问、

监察、考核、督促等。指导包括指示、引导、辅导、帮助、

鼓励、启发等。教学督导“督”为过程，“导”为目的，“督”

是“导”的前提和基础，“导”是“督”的发展和延伸。因

此，督导人员和被督导人员的基本工作方式是合作，而不是

对立。只有合作才能利用监督的数据信息，指导被督导机构、

人员改进工作。

督教和督管并重。督教就是对各教学部门教学工作进行

督促、评价、引导、导向，包括对各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培

养方案等进行评价，对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考核等环节进

行监督、指导。督管就是对人才培养直接相关部门的管理进

行督促、评价、指导，包括教务处、系部教学管理，以及教

风、学风等。只有既督导教学，又督导教育，才能从整体上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除要遵循理论学

习与实践操作结合、“做中学”等基本规律外，各专业也有

各自的特点。因此，督导人员要和教师、教学管理者经常共

同研究学习，探索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问题，提高理论水平，

形成共识。只有认识一致，才能有效督导。督导人员要深入

教育教学现场调查分析、尊重客观事实。解决问题应多采用

商量、建议等方式。此外，还要加强对高职教学督导的研究，

形成经验和理论。



概言之，新时期我国教育督导已转向监督和指导结合、

督教和督管并重。可喜的是，我院教学督导工作正朝着这一

新的方向迈进。相信经过几年的探索与实践，必将形成我院

教学督导工作的特色和品牌。



督导分工安排及系（部）督导成员名单

姓名 负责系（部） 办公地点 办公电话 手机

任昱 生态工程系

生物技术系

机电工程系
图文 311 8395932

13848678168

王宇 15947331361

姜文礼 经济管理系

市政工程系

基础部

18247785454

刘俊杰 17604770660

高海燕 生态工程系 D 座 309 8396657 13847740282

杨帆 生物技术系 B 座 406 8395818 13947716598

赵英 机电工程系 C 座 203 8395729 15804891522

石彩霞 经济管理系 C 座 401 8395993 15047747687

闫冬 市政工程系 D 座 208 8395872 15149409436

张振清 基础部 B 座 308 8395793 1394778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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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督导工作是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是学院加强教学管理和改进教学活动的重要手段。在院

长王德强、分管院长吕喜和的领导及各系部的大力支持配合

下，质量保障与评价中心本学期通过听评课、公开优质课、

教学专项检查、教学秩序巡查等多种方式对我院教学工作进

行监督、检查和评价，及时、客观地向各系部负责人及相关

职能部门以及教、学双方反馈信息，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现就本学期教学工作督导检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常规督导与评价工作

（一）督教工作

抓关键时间段的教学督导检查。2021 年上半年我中心在

坚持开展好开学初、期中、期末教学督导检查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加强法定节假日前的最后一堂和开学第一堂课的检

查；每周的第一节课和最后一堂课的检查，抓关键环节的督

导检查。我中心在强化课堂教学环节督导的同时，重点开展

了实验、实训教学环节的过程检查，以及教学基本档案的专

项抽查工作；抓关键人物的督导检查，抓两头带中间；抓关

键问题的督导检查。比如不走程序私自调代课、串课、教师

迟到、早下课等问题的检查。

（二）督管工作



重点围绕推动系部教学质量管理的全面落实开展工作。

本学期进行教学督导共计 27 次，其中听评课 23 次（高职优

质课 11 次，中职优质课 1 次），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

态度认真对待每一位授课教师，听好、评好每节课，对授课

教师好的方面予以充分肯定，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向本人进行

反馈；深入系部 4 次，对教师教案编写、作业批改、工作手

册填写等情况进行了抽查、检查。督导完成后认真填写《鄂

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教学检查记录表》，收集教师与系

部就教学质量提升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提交教学管理部门。

同时，对教学过程中出现课堂管理不到位的教师进行诫勉谈

话。

二、教学中展现的亮点

（一）负责、认真、自律是教师队伍的主流

学院位于核心城区康巴什区，老师们居住分布在达旗、

东胜、伊旗、康巴什等地，但老师们几乎都能按时上下班。

老师们能够做到提前进入授课教室，做好课前准备工作。各

系部教学管理科室结合自身情况，制定本系部的日常教学常

规检查，包括教师迟到、早退、调停课、教师值班检查、系

部教学例会等方法对教师进行监督检查。以前有老师上课迟

到和早退的现象基本不存在了，教师的教学态度日益积极，

在教室、在实验室时时可见到老师们倾心教学的身影，负责、

认真、自律的教师队伍越来越壮大，越来越主流。



（二）有活力有创新意识的中青年教师是教学中的主力

中青年教师承担了学院大部分的教学工作任务，在我们

的教学督查中，我们发现了一批敬业、教学效果好的中青年

优秀教师。在课堂上，这些教师教学准备充分，教学方法多

样新颖，富有创新，对学生要求严格但不死板，有自己的一

套教学办法，特别是专业课教师能把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

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在学期末学生对教师

的网上评教中，我们发现学生们给予老师们很高的评价，他

们的课堂教学深受学生欢迎，他们也是学生们心目中的优秀

教师。

（三）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老教师是教学中的标杆

我院老教师群体在教学工作中处处起着模范带头作用。

他们的敬业奉献精神，对教学的热情和责任心，值得年轻教

师学习，每一堂课，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上

好课，教好书，管好课堂，力求每一节课学生都有较大收获。

有的老教师对使用多媒体不熟练的情况下，依靠自己扎实的

专业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仅凭一支粉笔、一块黑板，通

过精心的准备，把一堂课讲得绘声绘色、形象有趣。他们做

到了用心备课，用情讲课。

三、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风

1.教学准备不充分，工作责任心不强



少数教师备课不充分，钻研教材不够，授课中多数时候

是照本宣科，教学重点不突出，难点剖析不够，教学方法单

一，整堂课采用的是一言堂的讲授法，讲解缺乏生动，课堂

上缺乏师生互动，多数时候是老师自问自答，缺乏对新教学

方法、新教学理念的研究和运用。

有的教师只教书不育人，只顾讲课，不顾课堂纪律，缺

乏对课堂的有效掌控，对学生迟到、缺勤、说话、玩手机、

睡觉等违纪现象置若罔闻。

2.知识储备不足，教学基本功较差

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欠缺。青年教师明显存在专业知识

和实践技能不足问题，在授课中明显感觉知识不够用，有时

候所讲授的知识不能完整表达，一知半解的样子。

教学基本功底较差。年轻教师普遍存在板书随意不规

范，书写功底较差，教学组织能力较弱等现象。

3.教学态度不够端正

教学姿态不规范。有个别教师教学姿态极不规范，常常

坐着讲课，严重损害教师形象。作为教师，要为人师表，以

身作则，举止文明，自重自爱。

未用普通话教学。普通话教学是对大学教师上课的基本

要求，我们有的年轻老师，在课堂上说着一口鄂尔多斯本地

话，如果只是某一时的教学需要可以，但在整堂课都用本地

方言教学，是否妥当，是否必要？



教学效果不一致。有的老师在做面子教学，在有人听课

时能通过夸张的动作，美妙的语言把一堂课讲得精彩绝伦，

但在平时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

一些跨专业领域担任课程的老师，对教学内容还不太熟

悉，对课程重点内容的把握尚不够准确，对难点内容的解析

尚不够深入，在教学方法和技巧的使用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摸

索。

部分教师只重视教书，不注重课堂管理，对迟到、缺勤

的学生不清点、不处理，对带食物进教室、课堂吃东西的学

生不闻不问，对课堂睡觉、玩手机的学生也不作干预。

4.外聘年轻教师需加大培训力度

外聘年轻教师主要来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这些老师之

前多数未从事过教学，没有在课堂上教学的经验，所以在课

堂教学时教学经验不够，照本宣科较多，缺乏激情，教学方

法单一，学生反应也不积极。

（二）学风

1.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氛围不浓厚

学生迟到、早退甚至缺课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高职学

生在上实训课时，迟到现象有时较为严重。在教室早上第一

节课学生迟到现象也依然存在，上课不认真，上课时睡觉、

玩手机，有时上课期间个别学生上厕所等现象较为普遍。

2.学生着装随意



特别是夏季，有的学生甚至还穿着拖鞋进入教室或实训

室。

3.学生参加活动过多，影响正常教学

正常的组织学生活动是好事，但前提是不能影响教学，

学生活动应该在学生课余时间进行，但学生常常利用上课时

间参加一些活动，这种现象极其影响老师们正常的教学任

务。

四、措施和建议

（一）建立新教师上课准入制，落实新教师“导师制度”

加强对年轻教师的课堂督查力度和职业素养教育，增强

他们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重视教师行为规范教育和规则意

识教育，各系部教研室重视对年轻教师的传帮带工作。

（二）开展教学基本功培训与竞赛

每学年开展一次年轻教师的普通话、粉笔字、简笔画、

课件制作、教案书写等教学基本功的培训或竞赛。

（三）重视培训、教学过程质量的监控

重视外聘教师的遴选和培训学习以及教学过程质量的

监控。多开展学院教师与外聘教师之间的教学交流活动，彼

此取长补短。

（四）多部门联动抓学风

学风建设需要学生处、教务处、质量保障与评价中心、

各系部等多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建议学院每学期开展一次



或两次“学风整顿月”活动。抓学风建设的关键在辅导员，

辅导员是与学生接触最多、关系最亲密的管理者，在学生中

的威信是其他任何管理者无法比拟的，学生处要强化对辅导

员的考核，要让辅导员走出办公室，走进学生寝室、走进教

室，杜绝学生逃课、上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五）规范学生活动管理

除重大活动，并经学院领导批准之外，一律不得占用上

课时间从事学生活动，把教学工作当成学院的中心工作落到

实处。

（六）加强调课管理，督查补课落实

严格调课程序，控制非必要调课行为，教师在调课前，

要和所在系部教学管理科室进行报备，调课后要及时通知学

生，同时告知学生调课原因和补课时间。

（七）多部门联合检查，确保校园安全

可开展由保卫处牵头，学生处和各教学部门参加的对实

训实验室、教室、学生宿舍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的联

合执法检查，确保校园安全。

五、督导工作思路

建立教学督导工作制度链：督查制→汇报制→整改制→

复查制。

通过听评课，专项检查和日常巡查，确保学院规章制度

得到有效落实和执行，对检查结果及时通报给相关部门，并



要求限期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

通过对本学期教学督导，质量保障与评价中心深刻认识

到督导工作是确保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基于这样一

种共识， 我中心成员认真研究校情、教情和学情，首先从

确定工作目标，理顺各种关系入手，想要努力要做到三个转

变 ：

（一）思想观念转变

既督又导，督导结合，重点在导，要淡化“督”的角色，

强调“导”的意识。

（二）督导角色的转变

从监督职能转变为服务，牢固树立服务教师、服务学生

的思想，努力营造宽松和谐的督导环境和氛围。

（三）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

不是单一的“随机听课”，而是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督

导活动，积极参与到各系部的教研室活动中，主动发现教学

管理方面的问题，并提出意见和改进措施，确保教学秩序的

正常运行和教学质量的良性发展。

我们认为三个转变的最终目的是：全方位提高教学质

量，把教风、学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落实三个转变

标志是“三个满意”，即学院各级领导满意、 教师满意、

学生满意。



同时我们要积极探索教学督导工作新模式。采取“统一

安排、分工负责”的工作方式，与各系部教学管理科室一起

开展全面的、有层次的、协调的教学督导工作，充分发挥教

学督导的指导作用。教学督导工作要紧紧围绕我院高职教学

这一中心，既关注课堂教学质量，也重视课外实训效果；既

评估教师如何教，也检查学生怎样学；既督导教学一线，也

检查教学管理。努力从教与学、教与管多个方面研究解决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切实为教师、教学管理人员和学生提供

指导和服务。

在今后的督导工作中，我们将更多地在“导”上下功夫，

通过深入教学一线、深入课堂，充分发挥系部督导的作用，

研究教学改革的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为学生营造一

个良好的学习氛围。我们将力求完善质量评价的反馈机制，

以实现对教学质量的有效监控和保障，推动良好教风、学风

的建设，促进我院教学质量全面提高。

质量保障与评价中心

2021 年 7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