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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使命：内涵建设与提高质量“两大重任”

三、新挑战：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协同创新”

二、新常态：基于体系督导与评估“双轮驱动”



3

    
站
起
来

    
富
起
来

    
强
起
来

十九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

• 新时代 • 新使命 • 新征程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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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宏观管理体制:
1.强调要完善教育标准体系，研究制定

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学段人才培养

质量标准，完善学校办学条件标准。

2.要建立健全教育评价制度，建立贯通

大中小幼的教育质量监测评估制度，建

立标准健全、目标分层、多级评价、多

元参与、学段完整的教育质量监测评估

体系，健全第三方评价机制，增强评价

的专业性、独立性和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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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完善教育督导体制，促进教育督导机构独立行使职能，落实督导评估、检查验收、质量监测的法定职责，完善督

学管理制度，提高督学履职水平，依法加强对地方各级政府的督导，依法加强对学校规范办学的督导，强化督导结果运用。

新时代：教育督导评估发展踏上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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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国 教 育 体 制
“四梁八柱”的改革
方案基本建立，教育
改革进入“全面施工
内部装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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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责任落下去，把标准建起来



2. 培养目标

3. 毕业要求

5. 课程体系

6. 师资队伍 7. 支持条件

国际实质等效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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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使命：内涵建设与提高质量“两大重任”

三、新挑战：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协同攻关”

二、新常态：基于体系督导与评估“双轮驱动”



构 建 高 校 内 部 质 量 保 证 体 系 的 原 理 与 逻 辑



同济探索——起步早（督导、评估、质量保证）

Ø 组织督导听课
Ø 教务处、研究
      生院分头管理

Ø《深化督导意见》
督政、督学和评估监测
三位一体



全方位监控、本研全覆盖

循环闭合、持续改进

（ 一 ） 同 济 特 色 教 学 质 量 保 证 体 系 及 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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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目标 

1.如何落实教育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并成为实际工作中的自觉行动？
2.怎样把握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的主要因素和关键环节，并得到全方位的有效监控？
3.怎样按照教育教学质量标准进行客观合理评价，并利用评价结论的和发现的问

题加以切实改进？

p学校是质量保证的主体
p保证人才培养目标适应时代

发展的需求
p保证人才培养质量与人才培

养目标符合
p建设校园质量文化

1.2 理念 



（1）人才培养质量标准
l 培养目标—知识、能力、 人格
l 课程支撑
l 教学方法或途径
l 成绩评价方法

（2）专业建设标准
l 专业标准
l 国家特色专业
l 卓越计划专业

（3）学科建设标准
l 国家/上海市重点学科
l 上海市高校一流学科
l 上海市高峰学科

（4）课程教学质量标准
l 课堂教学
l 课程教学
l 名课优师
l实践环节
l 实验教学
l 实习、创新实践
l 毕业论文（设计）

本科 研究生

91个质量要求  139个质量要求





明确保证教学质量的领导机构、管理机构、工作机构及各自在教育教学质量保证
工作中的职责，监督系统、主要监督内容和有关监督单位，以及4个主要方面的责任
人和一级项目、二级项目的执行责任人及监督责任人。

学校教务委员会：是学校教学工作决策机构。
——《同济大学章程》第四十四条

审议人才培养与提高教学质量的重大政策与
措施
审定研究生、本科生培养方案、课程标
准……
领导质量保证体系的建设与实施
监督工作机构执行质量标准纲要、监督系统
完成质量监督任务的情况
决策提升教学质量的政策和措施

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是学校教学质量
保证工作的管理机构和教务委员会的办
事机构。

负责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的正常运行
统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编制年度质
量报告等
完成教务委员会交办的其它任务



职责：
• 制订相应的质量子目标;
• 制订实现质量子目标和
达到质量要求的计划;
• 组织以上计划的具体实
施;
• 根据监督系统的反馈意
见进行分析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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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本科研究生教学督导182人，顾问10人
• 在职153人（85%），退休29人

• 教授107人，副教授66人，讲师9人

l 实验教学督导 68人，顾问2人
• 人文经管组
• 理学组
• 工学组
• 生命医学组
• 体育艺术组

l 每个工作机构设质量管理员，负责对本单位执行

本科教学质量保证项目的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并

及时将情况反馈给质管办。

l 本科 35人, 研究生 3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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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保证

质管办 监督、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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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1-6）

第二章  教学质量目标和管理职责的实施（7-36）

第三章  教学资源管理的实施（37-73）

第四章  教学过程管理的实施（74-104）

第五章  教学质量监控、分析和改进的实施（105-120）

第六章  奖惩（121-122）

第七章  附则（123-126）



同济大学本科（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保证体系（两级）



日常监督

定点监督

定期监督

公众监督

监督
系统

日常监督
• 课堂教学督导——每学期听课1000门次（开课25%）
• 实验教学督导——每学期近200次
• 课程教学评价——通设教育课程230门、名课优师68门、全英语课60门
• 研究生开题报告工作检查——每学期约700多人次

定点监督
• 试卷质量评价——校内外专家，试图与培养目标符合程度
• 学生学业成绩分析——课程成绩、绩点
• 学生成长发展分析——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竞赛
• 毕业论文（设计）检/抽查——校内、外

定期监督
• 专业评估/专业认证——校内两轮，住建部6个专业3轮/7个
• 院（系）教学基本状态评价——每年
• 院（系）教学管理与质量保证工作评审——每4年、已5轮
• 院（系）办学绩效评估——每年
• 就业质量报告、招生工作报告、教学质量报告——每年

公众监督
• 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5轮
• SERU—在校大学生学习经历调查——2轮
• 学科国际评估——经管、建筑、土木、交通

督导、评估制度

（二）质量保证体系运作常态：督导、评价“双轮驱动”



两个并重：
“督学”与“督管”并重

“监督”与“指导”并重

两个转变：
教师“教”→ 学生“学”

知识传授  → 能力培养

（1）教学督导：坚持“两并重” 实现“两转变” 推进“两联动”

两头联动：
教学督导与教学基层组织

教学督导与教师发展中心



（2）专业评估：借鉴 “工程教育认证”，推动“人才培养改革”

2. 培养目标

3. 毕业要求

5. 课程体系

6. 师资队伍 7. 支持条件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的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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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使命：内涵建设与提高质量“两大重任”

三、新挑战：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协同攻关”

二、新常态：基于体系督导与评估“双轮驱动”



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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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的新理念、新方法

新的

教育

理念

ü开放的专业教育体系（面向行

业企业）

ü 产出导向（Outcome-based）

的价值取向

ü 学生中心（Students-

centered）的教育理念

ü 持续改进（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的质量

文化

新的

教学

模式

ü从以教为中心到以学为中心

ü从知识体系为中心到能力达成
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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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评价公式：
评价==量（或质）的记述+价值判断
                                 +结果利用（持续改进）

一是实态把握——要进行信息收集研究，确保客观性。
二是标准选择——要进行价值标准研究，增强公正性。   

 三是作出判断——进行价值判断方法研究，提高科学性。

角度——横看成岭侧成
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马赛克”图像——漫画——
素描——全息照片



是什
么

双一流？

创新创业教育？

新工科？

Ø是什么——被评对象不确定

评价——是基于事实判断的价值判断，

        事实判断必须实事求是。

评价的逻辑起点——求本真，需科研，要探索

评价——双刃剑，不能“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Ø评什么——指标取舍多维度

评什
么

质量？

水平？

绩效？

不同质量观：    ①卓越，即一流的。在同类院校名列前茅就是

高质量。这是学术排行榜意义上的质量。(群体参照)

   ②达成目标。在这一意义上质量即为达到预期目

标。这是泰勒评价中的质量。（标准参照）

   ③满足需要。这就是说，质量意味着值得花钱。

高等教育满足了纳税人的需要，纳税人满意就是质量。

这一质量通常这是国家关注的质量。（外适性质量）  

   ④持续改进。质量即为不断提高，在原有基础上

不断进步就是质量。从高等学校来说，更容易接受的是

这一意义上的质量。 （内适性质量）



教育评估监测——亟待广泛运用信息技术、大数据

Ø啥信息——实态把握有难度

行为轨迹

教学活动

社会实践

啥信
息

定性、定量？

静态、动态？

某方面、全时空？



Ø谁来评——第三方培植规范

社会评
学校评

第三方？

专门化、专业化 内外结合、公共治理



展望：评估、监测与研究走向融合

大数据

评估科研

评估、监测、研究
“三位一体”

数据支撑教育科研
教育大数据研究

问题导向评价
诊断开方决策咨询 定量评价

用数据说话

评
估 路在何方？

学科排行——多维度

专业认证——是主流

绩效评估——被重视

成果测评——需攻坚

督导评估——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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