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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目前安徽独立学院，重点从笔者所在单位的办学状况来看，存在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诸如学生起点

较低，基础较弱；师资队伍建设薄弱，专职师资数量不足；任课教师综合素质偏低，教学投入不够；教

学管理队伍不完善，整体素质不高等。由于独立学院建设起步较晚，办学条件相对较弱，导致现有的教

学质量监控体系不够科学和完善。针对目前安徽独立学院，特别是笔者所在单位的办学现状，通过进一

步完善教学相关规章制度和教学质量监控措施；加强监控措施间的有效衔接，提高教学质量监控的综合

效应等途径，构建起更加科学完备、富有成效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更为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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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current school running situations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in Anhui province, and the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uthor’s school, there are some common problems. For example,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tudents is relatively low, and they have relatively weak foundation; the con-
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is also weak, the full-time faculty is short in number; the teachers’ com-
prehensive quality is not high, and their time and energy invested in teaching are insufficient;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team is imperfect, and its overall quality is relatively low. Due to the later 
st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the school running conditions are relatively 
weak. And the existing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is not scientific and perfect. For the 
current school running situation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in Anhui province, especially for the 
school running situation of the author’s school, by further improving the teaching related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measures, strengthening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onitoring measures, and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the teaching quali-
ty monitoring. It is more urgent to build a more scientific, perfect and effective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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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高等院校扩大招

生，缓解了就业和学生升学压力，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欢迎，也为高等教育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高

等教育大众化的要求必然迫使我国高等教育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独立学院应运而生[1] [2] 
[3]。 

独立学院在高等院校充分挖掘现有教育教学资源，顺应我国高等教育形势发展和满足本科人才培养

需求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及其发展模式改革的重大创新，逐渐成为我国高等教

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独立学院快速发展过程中也自然产生了很多问题，包括办学条件、管理方

式、培养质量等方面，由此引起了不少争议。针对这种情况，教育部于 2003 年颁布了《关于规范并加强

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的管理的若干意见》，对独立学院的发展制定了规范要求。自

此，我国独立学院的建设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进入了规范化的运作阶段，在推动我国高等教育

大众化、多元化及健康快速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 [5]。 
伴随着我国高等院校从精英教育朝着大众化教育方向发展和独立学院办学模式的建立，本科招生规

模迅速扩大，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也随之出现明显下滑现象，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对于高等院校教学质量

的正面评价开始逐年下降。因此，为了体现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高等学校的办学实际和办学定位，针对

当前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状况，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监控与评价体系，确保教学质量监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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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更加客观公正，科学反映不同高校的现实差异性，从而使不同高校的办学定位和特色更加明确，充

分调动不同高校的办学积极性，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优化提升，不断提高我国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推动

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目标[6] [7]。 
本文着眼于安徽省独立学院的办学实际和发展状况，重点是围绕笔者所在的独立学院，梳理和总结

了在办学过程中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和不足。笔者在独立学院工作多年，熟悉独立学院教学一线的基本

情况和管理方式，对这些现实问题和不足十分清楚，也对如何缓解或弥补这些问题与不足带来的负面影

响有所思考。在这些问题和不足中，有些属于共性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安徽省内其它独立学院

也不同程度或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而有些则属于笔者所在独立学院的个性问题。自办学以来，这样的一

些问题和不足始终存在，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对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从而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独立学院在这样的办学背景下，教育教学质量如何才能得到有效提升和

保障，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笔者认为目前通过加大教学质量监控力度，充分发挥不同环节和不同类型教

学质量监控措施的作用，是一条务实可靠和行之有效的途径。 

2. 安徽独立学院办学模式下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独立学院办学模式顺应了我国高等教育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但由于建立和发展时间较短，其在办

学条件、师资队伍、教学与管理、质量监控与保障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独立学院在经历了早期的快速

发展之后，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和优化及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对于独立学院摆脱发展瓶颈，实现良性和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8] [9]。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综合改革的逐步深化，对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和管理提出了更

高要求，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成为当前高等学校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10] [11]。目前，关于我国高等

教育教学质量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公办普通高校，而针对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的研究相对较少。独立学

院在办学条件和教育教学资源等方面相对紧张、管理队伍不完善、管理能力和水平不足等情况下，为了

切实提高和保障教育教学质量，相较于公办普通高校，独立学院在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加强教育教学全

过程的精细化管理与监测，尤其是在强化教学质量监控方面显得更为紧迫。 
相较于办学母体学校，安徽省内的独立学院，重点以笔者所在单位为研究案例，其在总体办学状况

方面主要存在以下的一些问题与不足。 

2.1. 学生起点较低，基础相对较弱 

从高考录取情况来看，独立学院的文理科录取分数线比第一批次录取线要低几十分，学生文化课成

绩偏低，基础较弱。另外，独立学院录取的学生之所以高考成绩不理想，与这些学生普遍具有的不良学

习习惯等一些共性问题有关。诸如做作业拖拉，学习效率不高；学习目标不明确，意志薄弱；注意力不

集中，容易受干扰等。针对这样的学生状况，加大监管力度，加强教育教学各环节的精细化管理尤为重

要。 

2.2. 师资队伍建设薄弱，专职师资数量不足 

独立学院办学模式特殊，对外作为一所独立的高校，以公办普通高校同样的方式接受省教育厅的行

政管理，可以与其它高校开展正常的业务往来。而对内，独立学院接受举办主体母体学校的管理，在师

资队伍建设、教学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受母体学校统一规划，没有完全自主建设权限。造成独立学院自

己的专职师资严重不足，师资主要从母体学校外聘，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办学成本，对学校师资队

伍建设总体不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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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任课教师水平偏低，教学投入相对不足 

在教学安排上，母体学校首先考虑自身的教学需要，职称较高、教学能力较强的教师优先安排在母

体学校承担教学任务，留给独立学院提供的外聘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相对较弱，学生满意度较低。有些教

师同一学期在母体学校和独立学院都有课，教学任务偏重，对于独立学院这边的教学工作在时间和精力

方面投入受限，教学准备不够认真充分。有些任课教师仅满足于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没有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来钻研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案，改进和完善教学方法。这些状况的存在对独立学院教育教学质

量保障和提升带来了不利影响。 
上述的问题与不足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彻底解决，最多只能是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实现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和保障的目标，就需要遵循高等教育教学规律，从教师与学生、教学与管理

的整体角度出发，着眼长远，客观分析与综合考虑影响教育教学效果和质量的各种相关要素，目前来看，

加强教学全过程的科学监管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而又富有成效的途径。借助于科学完备的教学质量监控

措施，并严格实施，常抓不懈，必将久久为功，达到预期效果。通过科学构建并严格落实教学质量监控

体系，虽然不能逐一有效地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但可以对现有办学状况的改善和既定教育教学

目标的达成发挥重要的补偿和促进作用。 

3. 安徽独立学院办学模式下教学质量监控现状分析 

目前从安徽省内十余所独立学院，特别是笔者所在独立学院的教学质量监控整体情况来看，所采取

的主要监控措施大同小异，总体来说监控工作水平不高。具体表现在监控体系不够科学完善，不同程度

地存在着监控环节不够完整，不同监控措施的针对性不够精准，不同监控环节之间存在脱节现象，缺少

紧密有效的衔接，系统性不够强，对在监控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不能及时高效地反馈到位，并有效跟踪检

查，发现的问题和不足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相关质量要求和标准传递落实不到位，导致各项教学

质量监控措施未能真正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总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教学质量监控机制不健全 

从安徽独立学院总体来看，多数独立学院教学质量管理主体都是由教学管理部门(教务处)和教学督导

组成，没有建立专门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部门或中心。学母体学校、学生主体及社会主体应有的作用

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教学管理部门除了日常的教学运行管理之外，还包揽了教学管理相关政策制定、过

程管理与控制、最终评价等多种职能于一体，任务量过于繁重，导致许多环节的教学质量监管不到位，

监测工作的精细化程度不够，有些监控工作流于形式，教学活动过程中的许多问题难以发现，就是有所

发现，由于时间、精力所限，后续很难进一步跟踪检查整改落实情况，质量监控工作的成效无法得到保

障。 

3.2. 教学质量监控队伍不完善 

由于独立学院建立时间相对较晚，起点较低，并且其自身在行政管理方面自主权受限，安徽省内独

立学院多数没有设立专门的质量监控与评价机构，教学管理人员的组成比较随意，数量不足，专业、年

龄、职称等结构比例不合理，且很难固定，教学质量监管队伍建设在独立学院一直是共性的薄弱环节。

普遍缺乏专业对口人员来从事教学质量管理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评价及督导，教学质量管理人员的数

量和整体素质亟待改善和提高。由于教学质量监管队伍不完善，工作能力与水平不足，造成独立学院目

前在质量标准建设、制度建设、评价机制与体系建设、反馈和持续改进机制建设等方面存在明显缺陷，

以致于教学质量监控工作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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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学质量监控范围不全面 

安徽省内独立学院，以笔者所在单位为例，能够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不断努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

人才培养水平。但由于受到人力、物力、管理理念等相关因素的局限，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顶层设计

方面还不够成熟、科学，现在运行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缺乏应有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目前多数独立学院

基本上采取学院领导听课、教学督导听课、同行听课、期中教学检查、期中或期末学生评教、师生座谈

会等形式性的方式开展教学过程质量监控，主要关注点集中于教师层面，而对学生层面的关注度不够，

尤其对学生主体的真实感受、掌握情况缺少必要的监控和质量评价。且目前的教学质量监管多数针对的

是理论教学活动，而实践教学环节，包括实验教学、实习或实训环节往往被忽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长期缺少有针对性的和科学有效的实践教学质量监控评价体系。 

4. 关于独立学院办学模式下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构建的思考 

教学质量监控不是对监控对象的简单强制管理，而是要在全面深入调查、把握教学运行总体状况的

前提下，对可能影响教学质量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明确影响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从而制定科学

有效的质量评价标准，构建起科学系统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实现教学质量稳步提升的监管目标。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构建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是对提高一所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保证本科培养质量的一项关键工作[12] [13]。需要从教学过程的全局角度考虑，遵循人才成长和教育教学

规律，充分挖掘对教学质量监控有利的一切因素，将其转化或融入具体的教学质量监控措施之中，努力

构建形成更为科学有效、更加完善严密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14]。 

4.1. 完善和强化教学管理规范化建设 

进一步完善教学管理相关规章制度，加强教学规范化建设，其中包括教学基本建设的规范化和教学

管理行为的规范化，达到建章立制和照章办事的目标。首先要规范教学基本建设。相对于办学母体学校，

独立学院的教学基本建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涵盖了学科、专业、课程、教材、实验室、实

践教学基地、教风学风、教学队伍、教学管理制度等方面的设置与建设。针对目前独立学院的办学状况，

从教学基本建设入手，建立一整套科学完备的规章制度，并根据高等教育形势的发展，适时进行调整、

补充和夯实工作，提高教学行为的规范化水平。其次，提高教学管理行为的规范化水平。教学管理行为

规范化的根本要求就是依法管理教学，要严格执行已制定的各项教学管理制度，明确教学管理机构的职

责范围，对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考核评价、教学档案等每个教学环节实行科学规范的管理，确保正常

的教学秩序。加强对各系部在已有教学相关制度方面的检查力度，杜绝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宽松软现象。 

4.2. 进一步完善和强化教学质量监控措施 

4.2.1. 完善和强化对教师教学过程的监控管理 
在独立学院目前普遍采用的期中教学检查的基础上，为增强教学检查在质量监控中的重要作用，可

以增加期初教学检查和期末教学检查，根据教学运行过程中阶段性目标任务的不同，检查内容可以各有

侧重。期初教学检查侧重于任课教师的教学准备情况、新任课教师上课前的试讲与考核评价情况、学生

考勤和学习状态、教学设施和条件保障情况等内容；期中教学检查侧重于教学进度情况、教学秩序、学

风情况、上学期相关教学材料情况等内容；而期末教学检查侧重于教学大纲执行情况、学生学习效果、

课程考核安排、考风考纪情况等内容。其外，还可以针对教学或教学管理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安排

一些专项检查，比如可以围绕上一学期各项检查反馈的问题，开展问题整改情况专项检查，检视问题整

改落实状况，持续推动问题解决，使得各项检查的作用得以真正发挥，而不是流于形式，走走过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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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各项教学过程监控措施的严格落实，促进良好教风的形成。 

4.2.2. 完善和强化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监控管理 
独立学院办学模式下，学生的学科基础较弱，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不强，部分学生存在厌学情绪。

有些学生会旷课、迟到、早退，课堂上不认真听讲，作业不按时完成或抄袭他人。考试想走捷径，出现

违纪作弊现象。平时不努力，而把宝贵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睡懒觉、玩手机或电脑游戏、谈情说爱等方面，

对教学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教学质量监控对于教学的促进

作用，加强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和学习过程的监管必不可少。要加大对学生的正面教育和引导力度，加强

对学生早晚自习和课堂教学过程的规范化监管，促进自我管理能力差的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

加强考风与学风建设。严格执行学生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开展创建优秀班级、优秀寝室等集体活动，

促进同学之间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加强考试诚信教育，严格考试纪律和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绝

不手软；积极开展第二课堂和课外学科知识与技能竞赛活动等，增强学生专业兴趣和学习积极性。通过

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监控管理，必将促使教学质量监控措施发挥应有的作用。 

4.2.3. 完善和强化教学质量评价 
除进一步完善既有的学生评教工作以外，可以补充和完善教师自评、同行评教、领导与专家评教等

方式，对任课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多维度、多层次评价，然后按照一定的权重进行综合，使得评价方法

更加科学，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公正。 

4.2.4. 完善和强化对教学信息收集与反馈 
在教学活动，主要是课堂教学相关信息的收集方面，除了上述提到的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座谈会及

教学督导员以外，学院可以设立教学指导委员会，由教学和科研能力比较强、经验比较丰富的高级职称

教师组成，参与新进教师考评与指导及日常教学运行过程中教学有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反馈。此外，每

个班级可以安排 1~2 名认真负责的同学作为教学信息员，专门负责收集日常教学过程中的相关信息，并

及时上报班级辅导员，再由辅导员及时上报教学管理部门。通过多渠道教学信息的采集与整理分析，协

助教学管理部门与管理人员更好地完成教学监控和管理工作[15]。 

4.3. 完善和强化教学管理现代化和教学质量监控队伍建设 

为了提高独立学院的教学质量，必须加强教学质量体系建设，教学管理技术现代化建设是加强教学

质量监控的一条重要途径，为提升教学管理质量和效率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因此，在独立学院这样

的新型办学模式下，一方面应该加大硬件设施投入，努力配齐现代化办公管理设备，引进或开发现代化

的管理信息平台。同时，应该鼓励和要求教学管理人员积极学习和运用办公自动化相关技术。另外，应

该完善和强化教学管理队伍建设。优先选拔工作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人员承担教学管理工作。重视教

学质量监控人员的教育与培训，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学质量监控人员的管理积极性，推动独立学

院的教学管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 

4.4. 完善和强化不同质量监控措施间的有效衔接及其综合效应 

不同环节的教学监控措施目标和作用不同，对不同环节教学监控过程中会发现和收集到的相关问题

进行认真细致地梳理归纳，建立台账，其中，有些是共性问题，并且长期存在，反复出现。对于这些共

性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深入分析研判，可以统筹考虑，有序安排，常抓不懈，作为教学管理部门的常

态化工作，以钉钉子精神持续跟进推动，坚持久久为功，抓出成效。对于不同教学环节出现的个性问题，

及时发现，及时要求限期整改完善。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所有问题要逐一解决到位，对账销号，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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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对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务必使整改取得实效。同时，要建立相应的奖惩措施，做到赏罚分明，

形成有效的激励引导机制。根据教学监控过程中是否出现问题，以及问题的多少、性质、轻重等，在评

先评优、教科研项目申报、职称评聘、绩效分配等方面要给予适当的倾斜。此外，加大对教育教学工作

效果好、业绩突出教师的宣传力度，加强舆论引导，努力营造以教学为中心的良好氛围，不断提高教育

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真正落到实处[16]。 

5. 结论 

教学工作是高校的一项中心工作，其它各项工作都是围绕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而展开。

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教高函[2018] 8 号)，明确要求各

高校全面整顿教育教学秩序，严格本科教育教学过程管理。其中，课堂是教育教学的主阵地，课堂教学

工作是教育教学过程管理的关键环节，加强课堂教学管理至关重要。各高校要按照《中共教育部党组关

于加强高校课堂教学建设 提高教学质量的指导意见》要求，修订完善课堂教学建设和管理的相关规定。

要认真查找课堂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严管、严抓教学秩序，制定整改措施，明确

时间节点，落实责任到人，把从严管理的规矩立起来，把课堂教学建设强起来，把课堂教学质量提起来。 
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依赖于教学管理部门职能的充分发挥，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

配合，以及广大师生的积极响应支持，做到全校一盘棋，统筹规划，齐心协力。从教学管理的角度，应

该着力构建科学完善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在此基础上严格组织实施，使得各项监控措施落实落细，实

现对教学过程的精细化管理，使得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发挥应有的作用。教学活动是高校培养人才的基本

途径，作为动态运行过程而展开的各项教学活动，则是各专业学生在任课教师的引导下，系统地学习专

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培养智力和能力，确立科学的价值观和道德品质，提高综合素质和全面发

展的过程。因此，在科学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下，对整个教学过程实施质量监控，确保教学过程中各个

教学环节的有效运行，真正做到按教学规律组织教学，运用科学的方法监管教学，同时，努力调动全体

师生在教与学过程中的积极性、创造性，实现教学管理科学化、民主化、现代化，推动高等学校的教育

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由于独立学院办学模式的特殊性，目前从安徽省内调研情况来看，独立学院在办学基础和管理体制

方面与公办的母体学校差异明显。其教学质量监控不够科学完善，具体表现在教学管理相关制度不够完

备、监控措施不够精细、配套督查措施不到位或者力度不够等方面。在教学质量监控过程中，不同的监

控环节和监控措施之间存在脱节现象，没有形成有效的衔接和顺畅的教学质量监管链条，导致教学质量

监控工作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缺乏应有的成效，教育教学质量长期难以提升。因此，独立学院当务之

急是着力加强教学质量监控的体系化建设，形成教学质量提升的长效化机制。 
总之，通过对安徽省，重点围绕笔者所在单位的研究分析，认为独立学院通过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

科学构建，并持续推动落实和有效运行，必将很好地发挥其对教育教学工作的评价、激励和引导作用。

科学完善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构建，并严格实施，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也为人才培

养质量的不断提升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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