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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问题，分析现有质量保障体系中存在的不足，以精准管理为核心理念，

从人才培养过程各环节的质量标准入手，细化、完善质量保障机制，通过对人才培养质量的精细度量和

科学评价，实现对人才培养过程的精准管理，并通过信息化系统，支撑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效落实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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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quality assurance problem of talent trai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paper analyses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existing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By taking precision management as the 
core concep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quality standards of each step of the talent train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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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ines and improves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This paper achieves the precision manage-
ment of talent training process through the precise measurement and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and supports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as well as operation of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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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有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随着教育评估和工程教育认证的深入开展，“以产出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持续

改进”等教育理念被广泛认可[1]，并成为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人才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是各项改革的根

本，它涵盖了人才培养全过程，包括培养方案制定、教学计划实施、教学过程管控以及教学质量评价与

改进等诸多环节。目前，专业中普遍存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滞后或不足的现象，具体表现在： 
• 专业对知识体系、能力体系把握不准，培养方案、教学大纲等纲领性文件的设计科学性不高。培养

方案存在学名校、跟潮流现象，缺乏结合自身特色和人才需求的深入分析和有效论证；课程体系设

置堆砌特征明显，对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以及课程间的内在知识联系认识不够清晰、细致。 
• 人才培养过程中管理粒度不够细、准、全，且教育角色(专业负责人、课程负责人、教师、辅导员、

教务员)在规划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协同，职责体系落实不到位。 
• 教学环节考核内容对能力达成评价支撑不足，题目设计和评分标准设置不能准确支撑对课程目标的

定量度量，限制了对教学质量的科学评价。课程总结、成绩分析等教学文档的形式大于内涵，教师

缺少准确发现自身教学问题的细粒度数据和处理方法，无法有效指导教学改进。 
• 全面的质量保障体系内容和环节多，教、学、管多方评估管理工作量大，缺乏高效的管理模式和信

息技术与体系配合，很难保证其实施的有效性。 

2. 基于精准管理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 

2.1. 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总体思路 

“精准管理”是一种以标准化管理为基础，以量化管理为手段，以不断改进为循环的企业管理模式。

精准化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强调管理的“精”、“准”和“专”[2]，现将其引入教育教

学管理范畴。分析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人才的培养质量与三大要素密切相关，一是全面规范的人才培养

规划，二是科学细致的培养过程实施，三是可适应个性化发展需求且不断优化培养质量的教学管理支撑。

故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围绕三大要素开展，通过完善制度、建立模板、构建机制、细化分工等保证人才

培养的各环节的标准化、规范化；通过对人才培养全周期实施细粒度的质量监督、管理，以知识点教学

要求为基本能力产出导向，组织课程教学和评价，实现培养过程的精细管理和精准评价；通过信息化手

段的有效运用，减轻复杂、精细的教学实施、教学评价带来的管理压力，在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时降低管

理成本，为个性化培养和教育教学改进提供数据支撑，实现对人才培养过程的科学指导和迭代优化。图

1 为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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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construction idea of talent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图 1. 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思路 

2.2. 梳理人才培养各环节及其质量标准，完善、细化质量保障体系 

2.2.1. 明确能力产出、规范制度标准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本质是赋能教育、而非知识传授，具体的能力产出包括专业的培养目标(毕业五

年左右的预期能力目标)、毕业要求(毕业时应具备的能力要求)、课程目标(课程教学后对学生的预期能力

要求)等。专业以 OBE 理念为指导，根据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及各教学环节的支撑依赖关系，明确所有

教学环节的质量要求，细化质量标准，制定一系列面向产出的教学过程质量管理规章制度和教学文档模

板，这些文件覆盖本科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具体包括培养方案修订、课程大纲制定、课程考核评价、教

学团队建设、实践教学管理、毕业要求达成、人才质量跟踪等，为规范化、标准化的培养过程提供保证。 

2.2.2. 细化机制、实现常态评价 
依据教学环节质量标准，结合教学过程管理经验，细化质量监督机制，具体包括课程体系设置和修

订机制、课程(教学环节)教学大纲的制定和审查机制、课程教学过程监督检查机制、课程(教学环节)考核

方式和内容审查机制、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机制、毕业生跟踪反馈及社会评价机制等，实现从“入学

前”到“毕业后”全程贯通的质量监控与评价。机制的建立可以有效避免培养过程的随意性，是规范人

才培养的关键。 

2.2.3. 产出导向、构建闭环体系 
以能力产出为导向，建立多个基于“评价–分析–改进”的持续改进闭环机制，其中“评价”是基

础，“分析”是关键，“改进”是目标，持续改进机制依据外环评价结果指导内环改进，具体如图 2 所

示。任课教师在一轮课程教学结束后开展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针对达成情况不理想的课程目标分析

原因，包括对课程目标的合理性分析、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式的分析等，查找课程教学中

的问题和不足，指导后续课程教学的改进；一个培养周期结束后专业开展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针对

各项毕业要求，基于学生在相关教学环节的行为表现、考核结果，综合评价学生相应能力的达成情况，

其评价结果可以发现现有人才培养体系下学生的能力短板，指导专业课程体系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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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Multi-level continuous improvement closed-loop mechanism 
图 2. 多级持续改进闭环机制 

2.2.4. 细化角色分工、强调协同培养 
人才培养过程中，专业负责人、课程负责人、教师、学工系统人员、教学管理人员等角色均具有一

定的职责，但角色间的沟通往往不畅通，如以往的毕业生质量跟踪由学工系统人员负责，而专业负责人

对跟踪结果了解不多，即对专业培养方案的实施效果了解不够，这使得培养方案在修订过程中存在一定

的盲目性；此外，专业负责人负责修订培养方案、课程负责人负责制定教学大纲、任课教师具体实施教

学活动，三者间的协同不当会直接影响课程目标、毕业要求、培养目标的达成。故在明确、细化人才培

养过程中各个角色自身责任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强调教育角色间的协同，从而保证人才培养实施过程的

质量。 

3. 基于精准管理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的实施 

3.1. 细化“能力”产出要求，构建课程体系知识图谱 

依据工程教育认证标准，本科工程教育的基本定位是培养学生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3]。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为例，学生在解决计算机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时，除具备计算思维、算法设

计与分析、系统设计与实现、系统分析与评价等技术性能力外，还要具备团队、职业规范等非技术性能

力。为满足学生多维、多层次的能力产出需求，专业对知识体系和能力要求进行全面再梳理，细化知识

点之间的支撑关系，明确课程目标与知识点要求间的对应关系，绘制知识图谱。在此基础上，对以能力

产出为导向反向设计的课程体系进行验证，在保证课程体系对能力需求高覆盖度的条件下，明确学生知

识结构的基本边界，减少教学内容设计的盲目性。 

3.2. 以细粒度量化管理为手段，实施精准的人才质量评价 

3.2.1. 细化“知识点”一级教学要求，指导课程教学设计 
教学产出按照“毕业要求–指标点–课程目标–知识点教学要求(基本能力要求)”逐级细化分解，具

体为：毕业要求依据培养目标反向设计，支撑培养目标的实现；毕业要求通过指标点分解，落实到具体

的教学环节中；课程依据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形成课程目标，进而明确教学过程的责任；课程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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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知识模块下各知识点的基本能力要求支撑课程目标的达成。教学中以基本能力要求为指导，开展

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案例、课程考核等具体教学活动的组织和设计，形成以“知识点教学要求”

为导向的教案，使每个教学学时都有明确的定位和作用。 

3.2.2. 实施小目标持续考核，及时准确评价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是学生能力形成的持续过程，要保证这一过程的教学质量，就要及时了解教学效果。教学

中采用预习测试、课堂测验、问题研讨、作业、实验、单元测试等方式方法，开展及时准确的、丰富可

度量的教学过程评价，实施基于“知识点教学要求”的“小目标持续考核”。任课教师依据教学过程评

价数据，可以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针对教学中的共性问题适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节奏，针对学

习状态滞后的学生个体开展个性化帮扶教学。 

3.2.3. 科学设计考核内容、方式和标准，精准评价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课程目标评价的重点是考核的内容、深度、广度与评分标准是否能够反映课程目标要求，故科学、

合理、有针对性的评价是课程目标评价的关键[4]。课程在考核评价时针对课程目标的特点，选择合适的

考核内容和考核方式，同时明确考核的目的，并用其指导评分标准的确立，实现“教学要求–考核方式

–度量标准–评价方法”的课程评价机制，建立基于“知识点教学要求”的教学效果评价模型，有效支

撑课程目标的精准定量评价。 

3.3. 构建教师教学投入度评价模型，实现教学监督的精准度量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中，教师作为学习环境的营造者，起到支撑辅助的服务作用，教师利用示范、

监督、评价、诊断、建设性介入等策略引导和协助学生达成预期成果[5]。教师围绕课程目标的教学环境

准备和设置，对学生学习行为具有激励和引导作用，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投入，从而进一步提升学习效

果，故教学质量的监督管理应从教师的教学投入入手。从教学准备、教学过程、师生互动、教学研究等

多个维度量化教师教学投入，构建基于教学文档和教学数据的教师教学投入度评价模型，实现教案设计、

课堂组织、作业布置与批改、教学研讨与答疑、教学方法改革与研究等环节的教学监督，引导教师创造

优质课堂，提升教学质量。 

4. 信息化手段支撑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效运行 

4.1. 实施教育信息化，推动教学过程的精准管控 

人才培养过程的精细管理及教学效果、人才质量的精准评价使得管理的复杂性和劳动量剧增，而信

息化手段的有效运用是保障体系运行的关键。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通过自主研发、应用“手机

评测软件”、“专业课程一体化平台”、“实践教学管理系统”、“人才跟踪反馈系统”、“学业预警

系统”等 12 个信息化系统，实现涵盖课程教学、实习实践、教学效果评价、调查反馈等人才培养全周期

的信息化管理，提高了管理效率和优秀工作的继承性，减少了教师的低质量劳动，有效控制了教学和管

理成本，保证了科学评价、精准管理理念的落实。 

4.2. 落实细粒度量化管理，建立角色沟通、实现协同育人 

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智慧教学工具、课程教学平台、实践教学管理系统等信息化系统，开展教学过

程的形成性评价，实施课程的精细化考核，进而建立起由知识点、知识模块、课程到学期和学业的五级

预警反馈机制，教师、学生、辅导员、教务员等角色通过信息化系统的有效沟通，实现“教–学–管”

多方的高效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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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开展教育大数据研究与分析，支撑持续改进，优化教育教学 

随着信息化系统的运行，逐步积累了大量的师生教学行为数据、教学内容数据和质量监控数据，如

通过程序设计课程平台可获得学生编写程序的数量分布、学生在线时长分布、学生和教师登录次数统计、

学生提交程序时间间隔情况、班级阶段考试的成绩分布、学生个体的成绩变化情况跟踪等信息。这些教

育大数据的分析和研究逐步成为推动教学改革的重要支撑，使得教学改革和评价更具有针对性和科学性，

教育大数据为教育教学的深层改革和个性化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5. 结语 

引入企业管理中的精准管理理念，以精细的质量标准建设为切入点，细化、完善了人才培养过程各

环节的质量要求，构建了从教学活动、课程目标、毕业要求到培养目标的多级质量评价机制，建立了基

于“知识点教学要求”的教学效果评价模型和教师教学投入度评价模型。通过细粒度定量度量和科学评

价牵引教育信息化建设，支撑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效落实，实现了多方教学角色间的协同及培养规划、教

学活动、精细考核和持续改进的高质、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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