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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数字化的转型，高职院校需要利用数字化技术，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平台的功能，改善教学质量

监控工作，提高教学管理效果。本文着重分析了当前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监控评价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有针对性地从构建专业化的教学质量监控评价体系、运用数字技术深入监测分析学情、建立高效便捷

的质量监控数字化平台、制定“闭环控制、持续改进”的质量管理模式等四个方面，探讨构建高职院校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思路，确保有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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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digitalizati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need to utilize d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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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 technology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s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latform to im-
prove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manage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institutions. It is targeted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depth moni-
toring and analysis of the learning situ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quality 
monitoring digital platfor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osed-loop control, continuous improve-
ment” of the quality management model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of ideas, ensuring that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is effective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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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家大力推进“数字中国”战略，数字技术对职业教育领域的影响日趋深入。2020 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改进结果评价，强

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1]。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面对新时代新形势，如何优化高职院校内部质量管理体系，构建数字化背景下教学质量监控评价体

系，加快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高职院校未来一段时间的重大迫切任务。 

2. 当前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监控评价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教学质量监控评价体系科学性不足 

目前，大多数的高职院校虽有教学质量监控，但是没有建立科学的整体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传统的

教学质量监控评价更加注重对教师教学行为的过程性评价，较少关注专业建设成效、课程评价标准、学

生学习效果和学生的发展、就业质量等方面的监控评价，没有形成贯穿“招生录取–人才培养–就业质

量”的全过程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无法全面反映人才培养全过程的真实质量[2]。 

2.2. 教学质量监控评价工作效率不高 

高职院校传统的教学质量监控评价工作采用教学督导专家、学生信息员、领导干部等三条监控线监

控教学运行情况，通过专项检查或随机检查的方式，监控学期教学计划执行、课堂教学情况、教师教学

资料完成情况、教师听课评课情况、学生评教活动开展等情况，对教师教学行为指导、对学院教学管理

指导，引导教学规范。这种评价方式一般一个学期两次，往往采用先填写纸质评价表，再由专人进行统

计、汇总、分析，并予以反馈，评价周期较长，效率较低，影响评价结果的及时应用，导致不能动态反

馈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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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专业的数据管理人才不够充足 

采用科学的方法对人才培养过程的信息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才能确保教学质量评价的客观性和科

学性。部分高职院校虽然购买了教学质量评价平台，却没有结合学校的实际办学情况开发贴合于学校发

展规划的教学质量监控评价平台，且缺乏充足的数据信息分析人才，导致教学质量信息存储、处理、统

计、分析工作质量不高，无法深度挖掘对提升教学质量有用的信息资源，不能更好地为学校的高质量发

展提供支持[3]。 

2.4. 评价结果运用重视程度不足 

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机制若想发挥关键作用，应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闭环管理，提高体系化程度。

在实际工作中，教学系统形成的客观数据和领导干部听评课、督导检查、学生信息员信息反馈、同行评

教等形成的主观数据未能有机整合。教学质量评价结果未与教师考核、职称评定等核心利益制度挂钩，

教学质量监控评价数据缺乏对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指导，有待创新运用，真正实现以评促教、以评促

学、以评促改的目的[4]。 

3. 数字化背景下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3.1. 及时监测教学质量数据 

教学质量动态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具有动态性、发展性、过程性等特点[5]，因此依托教学质量监

控评价平台，利用数字化技术，全面及时采集教学过程数据及教学质量评价数据，有利于学校领导、教

学管理部门、教师及时了解到学生的动态学习效果，查漏补缺，根据评价结果的数据及时调整教学方式、

方法及内容，提高学生学习效果，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3.2. 优化高职院校教学管理 

当前数字校园建设不断完善，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促进了职业教育教学的改革发展，提

升了教师和学生的数字素养。高职院校需要建立一套贴合学校办学方向及学情的全过程、全方位的教学

质量监控体系，引进数据管理人才，优化教学信息的采集、存储、处理、分析过程，可以随时掌握教学

工作的动向，持续地了解学校教学质量水平，及时调整优化学校教学管理，提升课堂教学实效，为学校

的发展规划提供支持。 

3.3. 助推专业调整与内涵式建设 

学校依托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对各个专业建设情况进行实时全面监测，通过监测数据信息的反馈，深

入了解生源情况、学生培养成效等方面信息，为专业评估、专业建设以及制定招生计划等工作提供依据，

促进学校内涵建设。 

4. 数字化背景下教学质量监控评价体系的构建思路 

4.1. 构建专业化的教学质量监控评价体系 

高职院校教学监控体系的规范化有助于优化教学管理，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学校综合实力。结

合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求，教学质量监控的组织应采用科学的方法及手段实施全过程的教学质量监控，

构建“三级四评五维”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三级监控”是学校建立校级监控、院级监控、学生信息员监控三级教学监控的组织体系。其中，

校级监控由学校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统筹规划与组织执行，负责人才培养质量全过程监测与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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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师生全员诊改。院级监控由各学院负责对本单位教师的教学情况及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监控。学生

信息员监控主要通过学生监控教学情况。每个班级设信息员一名，反馈教师教学情况、学生学习情况及

对教学活动的意见。“三级监控”涵盖教学管理、教学监测、教学评价、教学反馈等环节，实现学校内

部质量保证体系全覆盖。 
“五维体系”是在教学质量监控评价工作中，以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个维度为主要观

测点构建诊改指标体系，融合诊改机制与数据治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学校质量管理监控评价体系。 
“四位一体评价”是实施“以学生为中心、多层主体”的质量评价，形成由学生评价、教师评价、

督导评价、管理人员评价组成的融合企业深度参与的“四位一体”教学评价体系。学校应充分利用数字

化技术，构建教学质量监控评价数字化平台，健全综合评价体系，全面、实时对学校的基本条件状况、

专业及课程建设、教师的教学管理和教学效果、学生的全面发展状况等进行监测、评价、反馈。 

4.2. 运用数字技术深入监测分析学情 

现代职业教育将以生为本作为原则，基于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课程内容，学生的学习状态会略有不

同，且学生在不同的学习阶段的表现也会有差异，这就需要利用信息技术动态监测学生的学习情况，实

时分析学情，从而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方案的调整，实现教学效益最大化，保障教学质量[6]。 
教学质量监控评价平台的建设推动了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发展，高职院校可依托平台采集的数据，深

入剖析教师与学生在教与学中存在的问题，对教师、学生的课堂表现、教师教学状态、学生学情进行实

时监测分析，通过了解学生的出勤情况、作业完成质量、成绩变化情况，及时对各种信息进行诊断和分

析，用数据总结、反映学生的学习规律、学习态度，预测分析教学效果，为教学决策提供依据，确认未

来的教学趋势及改革，完成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的调整和优化。 

4.3.建立高效便捷的质量监控数字化平台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推动下，教学质量监控评价平台的建设得到了有效的数据支撑和技术支持，可以

实现全过程采集教学数据，及时收集评价数据并进行分析。由于师生们的数字素养不断提升，学校也应

开发手机 APP，利用便携性数字技术辅助教学质量评价，实现移动化、 智能化，方便广大师生使用。各

评价主体根据各自权限查看统计与分析的评价结果，随时了解各项指标数据、教学运行质量相关数据，

根据监测数据的变化，及时调整相应的管理方式和内容，提升课堂教学实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7]。 

4.4. 制定“闭环控制、持续改进”的质量管理模式 

高职院校开展教学质量监控评价工作的最终目标是改进人才培养质量，数字化转型改变了教学质量

评价管理模式，问题反馈及时化、数据分析智能化，使得教学质量评价管理模式更精准。在“督”的同

时发挥“导”的职能，坚持以督促导、以导促进的教学质量监控评价理念，强化对评价结果的认定与运

用。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配套的考核制度和奖惩机制，充分调动各评价主体工作的积极性，推动学校

各项事业蓬勃发展。针对教学质量监控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质量管理办公室应立即点对点反馈并下达整

改通知，整改后由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复查，完成质量改进。 

5. 结语 

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监控评价体系的构建是以提升教学质量为出发点，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落脚点。

高职院校应坚持正确的教育教学理念，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培养或引进教育评价专门人才，搭建符合

学校实际情况的教学质量监控评价平台，探索与职业教育发展相适应的教学质量评价机制，全面推进教

育质量管理，合理指导学生成长，提升人才培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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