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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学督导刍议 

崔映宇 

同济大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系，上海 

摘要：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教学督导任重责艰道

远。本文从“督导”的语义解析、流变和内涵出发，就“教学督导”这一群体在大学教学质量管

理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目前大学督导工作中存在的异象进行梳理，深入剖析大学督导必备的基本

素养和工作规范，并就克服大学教学督导工作中存在的异象提出合理化建议，为我国高质量高等

教育体系建设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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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a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s the only way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teaching supervision is heavy and the road ahead is 

difficult. Starting from the semantic analysis, evolution, and connotation of "supervision",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teaching supervisor" in the management of university teaching quality, as well as the anomalies 

in current university supervision work. It deeply analyzes the basic literacy and work norms necessary for university 

teaching supervisor,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to overcome the anomalies in present university 

teaching supervision work, contributing recommendations and/or strategi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high-

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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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督导，顾名思义，即“监督与指导”，一般指上

级部门对下级单位的一种业务检查和督促活动，以

检查为出发点，重在引导，推动下级单位的业务检

查或自查自纠，以推动既定工作目标的有序实现或

达成，后特指从事该活动人员的统称。在高等教育

领域，教学督导是教育管理部门、办学单位和人员

依据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对教育行政工作

和学校工作通过精密的观察、调查和考核，进而做

出分析和评价，以提高教育教学工作质量的一种重

要业务活动。2000 年以来，国内许多高校陆续建立

并实行了教学督导制度，在教学工作自我监控和质

量保证体系方面收到明显成效，并基于结构-功能理

论逐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特色明显、自我监控、

良性循环的校院两级教学督导模式及机制[1,2]。然

而，近十年来，在一些高校的教学督导过程中，出

现了一些异象，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公开弄虚

造假、被利用来打击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卓越教学能

力的教学同行。主要体现为：有进班听课不与任课

教师打招呼的，有听半节课中途悄悄退出的，还有

听完课后不与任课教师互动交流、“督”而不“导”的，

更有不实事求是撰写听课反馈意见的，等等，不一

而足。这些现象说明，大学督导的目的和职能存在

被严重异化的倾象，甚或成为了个别“心术不正”之

徒公开打压异己的工具。本文拟从“教学督导”的“源”

与“流”、内涵、功用，教学督导应具有的核心素养

以及教学督导的工作报告规范等不同维度进行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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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正本清源，规范大学教学督导的制度建设、

发展与完善，为精准发挥其“督”与“导”兼备的教学

引领和斧正功能提供助益或镜鉴。 

2 教学督导的“源”与“流” 

中国的教学督导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后期，

《礼记·学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

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经辨志，

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

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

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

此大学之道也。《记》曰‘蛾子时术之’，其此之谓

乎!”这是迄今为止所知古籍记载我国乃至世界最早

的督导制度，时称“视学”。1906 年（光绪 32 年）

清朝政府在学部设“视学官”，专责巡视京外学务，

标志着督导制度在我国的建立[3]。此后，在国民党

统治时期，革命根据地时期，建国初期都进行过教

育督导方面的实践。1986 年 9 月，根据中共中央的

指示精神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国家教委正式建

立了督导司，督导全国教育工作。1991 年 5 月，又

以国家教委主任令的形式颁布了《教育督导暂行条

例》，标志着我国教育督导步入法制化轨道。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全国各高校为强化教学管理、规范

教学过程、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师素质和教学质

量，陆续在教学工作中引进了基础教育的督导制，

建立了高校教学督导机构[4]。2018 年教育部发布了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时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解读该标准有三

大特点：一是既有“规矩”又有“空间”，即既有规定

动作，又有自选动作，其中“规定动作”是对各专业

类提出统一要求、保障基本质量，“自选动作”是为

各专业人才培养特色留有足够的拓展空间，即“保底

不封顶”；二是既有“底线”又有“目标”。既对各专业

类提出教学基本要求，也就是“兜底线、保合格”，

同时又对提升质量提出了前瞻性要求，亦即“追求卓

越”；三是既有“定性”又有“定量”，就是既对各专业

类的标准提出了定性的要求，同时也注重量化指标，

做到可比较、可核查。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或量

规，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统一规定，是相

关人员与团体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专业负责人、

教学管理工作者和专业教师应该明白以下几个问

题：建设怎样的专业？如何建设专业？专业建设的

标准是什么？学院领导和教学督导应该明白的问

题有：督导的目的是什么？督导应依据什么？如何

实施有效督导？教学督导的责任与义务有哪些？

督导过程中应该明白“督什么？” “如何督？”“导什

么？”“怎么导？”因此，有必要明确专业建设标准，

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中依据该标准确定人才培

养目标，组织修订培养方案，建设课程体系，组织

各种教学活动，领导和教学督导依据该标准开展督

导。这是当下高等院校及其二级学院组织开展教学

督导、确保督导质量的基础和前提。 

3 教学督导的内涵 

何谓教学督导？在我国，目前尚无一个统一的

权威性定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尚在探索中。据

《教育督导暂行条例》，高校教学督导为：在学校教

学主管部门的直接领导下，按照国家有关的政策、

法规和学校所制定的教学管理办法，按照一定的工

作原则、程序和方法，对高校的教学工作进行监督、

检查、评估、指导，并向学校领导反馈信息，提供

教育决策依据的活动。简之，教学督导就是高校教

学管理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以国家制定的教

育方针、政策、法规为开展工作的基本依据，其最

终目标是为了保证国家教育方针、政策、法规的贯

彻执行和教育目标的实现，其工作结果不仅为高校

教学活动反馈信息，而且为高校教学管理提供有益

的政策建议或参考，从而提高教师素质和教学质量，

优化高校教学管理。鉴此，提高教学督导结果的信

度与效度自然就成为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一个重要抓手和有力工具。 

教学督导以“督”为手段，以“导”为目的。一方

面，“督”居“导”前，是“导”的基础与依据，而“导”是

“督”的深化与发展。教学评价则要完成“评”的功能，

以评促改、以评促建、评建结合、重在建设。无论

是“导”或是“评”，都必须要有充分、可靠、可信的依

据和理据。另一方面，教学督导通过“督”来充分发

挥“导”的监督职能；教学评价通过“评”来充分发挥

其鉴定性职能。“导”与“评”都要求有较高的信度与

效度，必须遵循客观、公正、准确的原则，运用一

切科学可行的方法和手段，系统地收集信息，实事

求是、客观公正地反映教学的实际情况，为宏观教

学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和科学依据。 

教学督导具有监督性，其本质在于监督反馈。

教学督导的主体多为年长并在师生中有较高威望

的现职（含返聘、延聘或离退休）教师及教学管理

干部，客体可涉及高校教学管理的各个方面，例如：

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教学基本建设、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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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等等。教学督导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无上下

级关系，也不具行政管理的性质。而教学评价的主、

客体间往往具有上下级的行政管理关系（除教师对

学生学习的评价、同行之间的教学评价外）。 

高校教学督导发生在高校内部。可以多种形式

开展工作，如全面督导、专项督导、常规督导、定

期督导，也可深人到教学管理一线，通过随机听课，

深入到各系部开展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检查分析学

生作业、考试考卷，到教学一线巡视，调查研究重

点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教材建设，参加教学

研究活动，采用专项检查、综合评估等方式，了解

机关作风、 教风、学风建设状况，了解教学管理工

作状况、教学计划实施状况，了解教学过程中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现代教育技术运用情况，了解师

资队伍建设现状，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并以“教学督

导简讯”、“专题评估报告”、“建议”、“提案”等方式

向学院领导、大学教学主管部门及全体师生员工传

递、反馈教学督导工作情况，充分发挥对高校教学

的调研、咨询及信息反馈作用。 

教学督导往往侧重于定性分析，具有非智能性

和权威性。其职能主要有监督、检查、评估、指导、

咨询、调节、帮助、反馈等等。在开展教学督导过

程中可以直接体现出来，属显性职能。 

高校教学督导和教学评价的最终目标都是为

了保证国家教育方针、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和教

育目标的实现或达成。教学督导中的综合评估和系

统评估，是一种科学、严谨的督导，其结果一般都

是量化的，具有极强的说服力。督导中的指导职能

与教学评价中的导向职能，都含有帮助、分析、引

导之意，有指明方向和提供服务的作用，因而教学

督导报告必需明确、具体，具有可落地执行性，不

能模糊不清，更不能模棱两可！高校教学督导在开

展工作过程中，要充分运用教学评价的思想，借助

教学评价的技术和方法，围绕教学评价的思想，与

教学评价有机结合进行。教学督导应通过有计划、

有组织、有程序的专门组织谈话、座谈，进行教学

观察、观摩，系统设计问卷、测验等方式，汇集汇

总信息，并科学处理、分析信息，使教学督导工作

有条不紊地进行，使教学评价不断深人，走深走实。

在教学督导中，教学评价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是教学督导工作的核心之一，只有凭借和运用教学

评价的支持和帮助，才能不断增强教学督导工作的

进一步科学化和权威性。同时，通过教学督导，高

校应根据教学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工作实际，不断调

整原有教学评价的标准、方法和程序，使教学评价

立意更新更高，更为科学化、规范化、合理化，也

更具有权威性，使其在高校教学管理、实现高等教

育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综之，只有充分了解教学督导的工作内涵，掌

握其特点，并正确运用，才能使高校教学督导更好

地服务于高校教学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职

能，使其更具科学性、权威性，发挥其鞭策与导向

作用，进而使高校教学质量确实上一个新台阶。否

则，将会严重阻碍我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进程。 

4 教学督导必备核心素养 

本世纪以来，“教学督导”已成为泛指从事参与

教学过程督导一类人的统称。我国的教学督导实践

在克服和摆脱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等不

良倾向的过程中筚路蓝缕，目前，仍在探求科学化

的道路上艰难前行。首当其冲，教学督导的必备素

养亟待提高[5-7]。兹从八个方面，逐一详述如下： 

4.1 品德高尚 

“德”为“品”之基，是教育教学“立德树人”的根

本。因此，作为教师教学育人过程的督导，其人品

尤应“德高望重”[8]。就大学教学督导而言，仅有“督”

而无“导”即为“无德”的表现，“导”必需与“被听课教

师”面对面交流，换位思考，看看被听课教师课程设

计和课堂教学设计的基础（出发点）、原则、理论依

据，以及执行和达标的程度。从教育心理学上而言，

此举既是同理心的观照，更是德之彰显。不与被听

课教师交流，打个“分数”就走的“督导”，不仅学术

底蕴堪忧，而且有点“为老不尊”！ 

4.2 学养深厚 

课堂是传授科学知识的场所，教学督导需兼备

“专业素养”和“教学素养”，缺一便不能胜任“督导”

职责和岗位。前者保证专业知识的“精准理解”，后

者确保专业知识的“正确传播”。因此，被听课教师

传播的“知识是否正确、科学”是督导评分的第一观

测点，而“科学的知识”是否被合理而适切地传播给

学生则是督导评分的第二个观测点，这取决于教师

对班级学情（包括学生基础和志趣取向）的准确把

握以及因材施教的能力，与学生互动的频次和热烈

程度，这些方面的观察和准确评估则需要督导具备

扎实的“教学素养”。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大局

计，“课程思政”的有无及有机融入课程的程度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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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评分的第三个观测点。故“学养深厚”是胜任大

学督导的基础和底气。那些秉持“上课千万不要问学

生问题”“问学生问题显得教师没有备好课”的大学

“督导”，连基本的“教学素养”就不具备，其结果也

只能是把被听课教师带到“坑”里去！ 

4.3 热爱教学 

“教学”不是知识的单向机械传授，而是“教、学

相长”的有机统一。教学不仅仅是教师的岗位责任，

更是一门艺术，是有一定难度和门槛的。不真心热

爱教学者，是不可能对“教学”有深刻的感受和体悟

的。本身不热爱教学者，就不会思考如何教学，如

何教好学，更不会积极主动地去总结教学实践经验，

积累起足以支撑其履行督导职责的丰富知识储备

和深厚学术文化底蕴，如此，还去“督导”教学不仅

是受罪，更是对教学和他人辛勤教学活动付出的亵

渎！ 

4.4 深耕教学 

与热爱教学相比，深耕教学则是抱持一种研究

性态度，对教学不断迭代、精进的主动作为和挚爱

情感流露。唯此，在持续不断的教学实践中，在一

次次对教学经验和规律的凝练和升华中，教师才得

以茁壮向上成长，才能具备精准给予被听课教师适

切改进建议的能力，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合格教学

督导。 

4.5 心理健康 

时下，内卷、焦虑成为各职场的常态。高等教

育领域，亦概莫能外。心理健康成为教学督导面对

极度内卷的被听课教师授课时必不可少的心理素

养。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广泛应用 为教育教学督导

的工作开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实践证明，只靠行政

命令或权威式的手段，以“见物不见人”的工作作风

进行督导，势必会造成督导过程中诸多不良的心理

反应，如逆反心理、迎合心理、应付心理、消极自

卫心理等。这些不良的心理现象对督导活动带来了

很大的干扰， 影响了督导评估的信度和效度。相反，

创设一种民主和谐的氛围，消除督导人员与被督导

者之间的心理隔阂，使双方达到心理认同和共容的

状态，往往会在发挥教育督导的导向功能、诊断功

能、激励功能、调控功能和反馈功能等方面起到意

想不到的积极促进作用。真正体现寓“督”于“导”， 

立足于“导”的要求。目前，教育督导的这一新领域

已引起了广大督导人员的积极关注，并涌现出了一

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9, 10]。重视教育督导过程中

的心理学问题的研究拓宽了督导活动的研究领域，

丰富了督导活动的手段和方式。使教育督导活动真

正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 

4.6 态度端正 

态度端正是教学督导义务担当、责任履行与任

务目标达成的必然要求。端正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

有理有据，且有具体的改进建议和落实措施，通俗

地讲，就是建议具有可执行性。如果督导本人自己

就根本没有具体实践过，或虽实践过，但谈不出自

己实践的切身体会，提出的建议就是故意挖坑、瞎

指挥。将张三之不足故意反馈到李四头上的督导，

更是胡作非为、罔顾职业道德！ 

4.7 责任担当 

责任担当应是所有从业者的最基本职业素养，

类似古代所言“签字画押”，以示负责。然而，督导

实践中的“不署名反馈”制度为“不负责任者”对被听

课教师“肆无忌惮”的瞎评议提供了一道防火墙和保

护伞。试想，如果“听课者”忌惮与“被听课者”主动

沟通交流、换位思考，怎么能给予后者精准而适切

的改进指导？这还是“教学督导”吗？充其量，只能

算是“西王母”或“龙王爷”的打手，对构建高质量的

高等教育体系和提高教学质量有百害而无一利！ 

4.8 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是人类科技进步和国家快速发展对

“教学督导”工作的必然要求[11]。当前，第四次工业

革命-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推动

着知识的持续更新和迭代，我们国家对能解决被西

方“卡脖子”问题的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尤为迫切！

试想，如果现在的“教学督导”还拿建国初期至改革

开放前学习“苏联老大哥”那一套“督课”方式进行

“教学督导”， 如何保证课堂所传授知识的前沿性、

科学性和准确性？又如何保证能培养出国家建设

所亟需的卓越拔尖创新人才？因此，与时俱进、自

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是教学督导胜任督导岗位的基

本素养要求和课程思政需求。 

综之，合格的大学教学督导至少应具备上述八

个方面的基本职业技能和素养，缺一便不能成为一

位合格的教学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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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学督导报告规范 

一份合格的课堂教学督导报告[6]（表 1）不仅

是督导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而且是教学督导指

导被听课教师提升授课质量的理据，也是保证督导

质量的基础和前提，更是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教学

的重要支撑。如此重要的文本，督导亲自签字必不

可少，且应妥善保管、归档备查。 

表 1.××大学××学院×科听课评价表（一般课程） 

课程名

称 
 课号  

双语/全英

语 
双语 开课学院 生 

实际上

课教师 
  

教师工

号 
 职称  上课地点  

听课日

期 
 

听课节

次 
 出席人数  迟到人数  

评

价

项

目 

观测点 

评价等级（请打√） 

优 良 中 
合

格 

不 

合

格 

教

学

态

度 

(2

分

) 

1.立德树人，充分挖掘教学内

容中的德育素材，注重教书育

人 

     

2.备课充分，讲课精神饱满，

思路清晰、条理分明 
     

教

学

内

容 

(3

分

) 

1.使用规范教材，教学参考资

料丰富、质量高； 
     

2.教学内容规范、充实，教学

中突出重点、难点 
     

3.结合学科发展前沿，注重教

学内容更新，理论联系实际 
     

教

学

方

法 

(3

分

) 

1.各种教学手段运用合理，发

挥作用明显  
     

2.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勇于创

新，引导学生研究性学习； 
     

3.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尤其是

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

培养 

     

教

学

1.课堂教学富有吸引力和感染

力，学生参与度高，师生互动

好 

     

效

果 

(2

分

) 

2.兼顾知识、能力、人格的培

养，达到预期的课堂教学目标 
     

课堂教学情况及对教学管理的意见和建议（不少于 100 字，请与

学生、任课教师交流沟通后填写，） 

以下五点打“”或“”        知晓最新培养计划           

熟悉教学大纲          

 完成集体备课                课外学时                   

 课程思政            

1.与学生交流的情况： 

⑴脂质体转染质粒 DNA 的原理是什么?学生们多以“内吞 ”回

应，提示他们对脂质体转染质粒原理的理解尚不到位、不准确。 

⑵转染前,A 液和 B 液的 mixture 配制时为何要“宽备窄用”？引

导学生科学思考、树立勤俭节约的习惯。 

2.与教师交流的情况： 

⑴对脂质体转染质粒 DNA 的基本原理给学生解释得不够清楚明

白（备课不够深入！）。- 重点 

⑵脂质体转染质粒 DNA 的效率不是决定于细胞的起始密度，而

是其状态（对数生长期）。- 难点 

⑶细胞计数板的使用方法、计数原则和计算公式应该给学生讲明

白。（学生们毕业后工作中可能用得上） 

3.教案检查情况 

□优秀     合格    □需改进  

4.优点： 

1) 课堂逻辑线条清晰。列表展示转染相关试剂用量及详解

mixture 配制原则，利于学生统筹能力的培养。 

2) 课堂流程、知识框架完备,重、难点较突出。 

5.不足与待改进之处： 

1) 应加强备课环节中备自己方面的深度、广度和精准度（实

验原理的多维度理解）。 

2) “学生中心”不应仅仅局限于目前的在校学习，也应该包括

为其将来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可能帮助。 

总体评价： 优   □良    □中     □合格    □不合格  (注：

在总体评价栏内打√） 

听课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规范的教学督导报告应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组

成部分（参见表 1）： 

1. 所督课堂教学班级课程、学生人数及任课教

师职称等方面的基本信息 

该条目督导通过与学生干部及任课教师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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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后，据实填写即可。 

2. 评价项目：具体评价维度、观测点及评价等

级 

该条目可以随学校办学性质、层次、定位、人

才培养目标不同而略有调整。 

3. 课堂教学情况及对教学管理的意见和建议 

该条目需督导基于完整的课堂实况记录，在与

听课学生及任课教师就课堂关键内容进行充分的

沟通和交流互动后写就（需要督导熟悉课堂教学内

容、具备娴熟驾驭课堂的深厚教学功底），务必要实

事求是，做到有主张、有理据、有支撑，切忌张冠

李戴，更不能无中生有！唯此，方能有效达成“督”

与“导”的有机统一，令人心悦诚服（表 1 中的示例

可供参考）。 

4. 总体评价 

该条目宜本着“多鼓励、少批评”的互鉴精神，

既肯定授课教师的课堂设计优势和课堂教学特色，

又直面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给出中肯的改

进意见和建议，使之具有可落地执行性。那些居高

临下的夸夸其谈，无自身实践经验的指手画脚，均

不可能达到“督”和“导”应有的初心和使命。 

5. 听课人签字 

听课人（督导）签字是完整督导反馈报告必不

可少的关键一环。既是听课人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的彰显，也是学校对任课教师教学质量奖励或问责

的依据。督导签字的完整反馈报告应存档备查（至

少 5 年）。 

6 督导乱象解决方案 

针对前述部分高校中存在的督导乱象，绝不能

袖手旁观，必须拿出具体的可执行且有效的解决方

案[12]。简列如下： 

6.1 建立教学督导即时反馈机制 

教学督导在完成教学观察后，应尽快与被听课

教师进行面对面的反馈，确保信息的新鲜度和准确

性。反馈内容要具体、明确，指出教学中的优点和

不足，并提供切实可行的改进意见或建议。 

6.2 建立双向沟通渠道 

鼓励教师与督导之间进行持续的沟通和交流，

共同讨论教学问题和改进策略。 

教师可以对督导反馈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感受，

促进双方的理解与合作。 

6.3 定期审查与改进督导系统 

定期收集教师和督导员的意见和建议，以完善

教学督导系统和反馈机制。根据教学环境和教师需

求的变化，及时调整督导策略和反馈方式。 

6.4 提供资源和支持 

根据督导反馈，为教师提供必要的教学资源和

支持，如教学技能培训、教育技术咨询等。鼓励教

师参加校内、外的专业发展课程，以提升其教学技

能。 

6.5 书面反馈报告 

除了即时反馈外，教学督导还应提供一份详细

的随堂听课记录和书面反馈报告，列出关键观察点、

评价及建议。书面报告可以作为教师改进教学的参

考，并作为教学档案保存。 

6.6 确保反馈的保密性 

督导反馈应作为教师个人发展的参考，而不是

公开评价的依据。保护教师的隐私，避免负面反馈

对教师职业生涯产生不利影响。   

6.7 建立激励机制 

对于积极回应督导反馈并做出显著改进的教

师，应给予适当的奖励和认可。这可以激发教师改

进教学的积极性，并形成良好的教学氛围。 

6.8 建立跟进制度 

对于需要改进的教师，定期安排跟进观察和反

馈，确保改进措施得到有效实施。跟进观察可以是

对特定教学技能的再评估，也可以是全面教学评估。 

通过上述方案的实施，可以确保客观公正的教

学督导结果得到积极有效的反馈，并促进教师教学

质量的持续提升。 

7 教学督导永远在路上 

近 40 年来，我国教育教学督导的发展历程，在

我国从文盲大国到教育大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

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然而，

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高校的教育教学督

导虽已初具规模，但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方

面的工作都需要进一步改善、加强和完善[8]。如对

教育教学督导的地位和作用，中央重视有余，基层

认识不足，口头书面强调有余，实际行动落实不足；

督导机构的整体功能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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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硬性监督有余，指导反馈不足，有相当一部

分地区的督导机构形同虚设；在督导队伍的建设中，

过多地强调数量的增加，对质量标准把握不严，队

伍整体素质普遍不高；教育督导法规和制度有些已

经过时，对于督导工作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还缺乏相

应的法规和制度的规范，亟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这些问题和现象都说明我国的教育督导事业目前

仍处于初级阶段，教育教学督导之路任重而道远。

因此，立足现实，脚踏实地，通过对近 40 年来教育

教学督导工作探索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客观

的总结和分析，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教育教学督导工

作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也是今后教育教学督导事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使我国从教育“大国”向“强国”迈进、引领

国际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和潮流必不可少的重要支

撑[13]。 

一言以蔽之，“督导”为一偏义复词，“督”是“导”

的基础和前提，“导”是“督”的目的和归宿，二者不

可偏废。“督”和“导”如何有机统一于大学教学管理

过程，为我国高质量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添砖加瓦、

提供制度支撑和保障，是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走

向“强国”[14] 亟待解决的一个真问题！ 

致谢 

本文为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C19154）的

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段先华, 王建华. 高等学校教学督导体系与运行机制

的研究[J]. 中国大学教学, 2005; 10: 46-47. 

[2] 陈旭, 汤寿珩, 王海兵. 高校两级教学督导模式的构建

[J]. 重庆工学院学报, 2006; 20(4): 147-150. 

[3] 杨军. 20 年来我国教育督导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J]. 

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 2001; 38(2): 36-42. 

[4] 任泓一. 高校教学督导与评价关系初探[J]. 理工高教

研究, 2003; 22(4): 104-105. 

[5] 钟义红, 徐涛. 浅议高校教学督导机制建设[J]. 教育与

职业, 2007; 35: 70-71. 

[6] 刘智远, 唐志远. 教学需要督导, 督导有待规范[J]. 中

国高等教育, 2002; 6: 22-23. 

[7] 马驰. 教学督导模式与素质结构[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2; 3: 62-63. 

[8] 欧阳鹏. 高校教学督导工作态势、问题及对策—基于

“势道法术器”的视角[J]. 大学教育科学,  2024; 3: 63-

72. 

[9] 穆岚. 论教育督导过程中的心理现象与调控[J]. 教育

探索, 2007; 3: 102-103. 

[10] 赵玲. 教育督导心理及调控[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3; 33(2): 79-82. 

[11] 王帅, 汤克勇, 祁秀香, 赵军. 综合性大学工科专业教

学督导的探索与实践[J]. 教育教学论坛, 2024; 5: 109-

112. 

[12] 石国进. 高等学校教学督导系统中的信息反馈机制研

究[J]. 理工高教研究, 2004;23(5): 41-42. 

[13] 李国强. 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成效、问题与展

望[J]. 中国高教研究, 2016(2): 1-11. 

[14] 瞿振元. 我国高等教育由大向强的新步伐[J]. 中国高

教研究, 2016(1): 1-3.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Global Science Publishing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