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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教育教学质量评价与持续改进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及《徐州工程学院本科教育教学质量评

价与持续改进管理办法》（徐工院教评发〔2024〕3 号）等文件

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教学评价改革，进一步完

善我院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推进质量持续改进机制建设，

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基本原则

第二条 全面性原则。针对教育教学各个环节，通过学校

评审、第三方评价、校内教学检查、领导听课、校内外专家咨



询、督导听课、学生反馈和专项评估等方式进行全面监控与评

价。对质量监控与评价过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必须有针对性

地提出改进措施及改进时限，并落实到位。

第三条 发展性原则。教育教学质量评价以促进教师教学

能力发展、教学方式创新、教学水平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和学

生全面发展为导向，旨在实现教学相长，师生共同发展。

第三章 组织体系

第四条 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是学院教育教学质量第一责

任人，全面负责学院教育教学质量工程，分管教学工作副院长

是教育教学质量工程主要负责人，具体负责教育教学质量评价

与持续改进工作。

第四章 基本内容

第五条 教育教学质量评价与持续改进基本内容包括：

（一）师德师风。主要包括教师在执教中的理想信念、职

业道德、言行规范、遵章守纪和社会责任感等，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

（二）专业与课程建设。主要包括专业培养目标的合理性、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度、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的达成度以及专业评估、专业认证、课程评估等。

（三）教学运行情况。主要包括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教

学计划的执行、课堂管理、课堂教学、实践（实习）教学、教



学研究等。

（四）学生学习状况。主要包括学生道德修养、学习态度、

学习风气、学习效果以及考风考纪等。

（五）教学运行效果。主要包括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运

行的有效度，教学资源条件的保障度，学生与用人单位的满意

度等。

（六）年度评估及其他涉及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的相关事宜。

第五章 评价反馈

第六条 教育教学质量评价与持续改进评价工作包括：

（一）日常教学检查。主要包括定期教学检查、随机教学

检查和专项教学检查。

（二）常规教学评价。主要包括领导（同行）听课、教学

督导评价、学生评教、教师评学、学生教学信息员评价、教务

科长信箱制度、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等

工作。

（三）专项教学评估。主要包括学院评估、专业评估、课

程评估、毕业论文（设计）质量评估以及其他根据上级教育管

理部门要求和学校实际需要开展的各类评估。

（四）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主要包括招生生源质量、毕

业生满意度、毕业生就业情况、用人单位满意度等方面的调查



分析。

（五）第三方评价。委托第三方对学院教育教学质量全过

程进行评价，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在校生德育与发展、在校生学

习与成长、毕业生培养等方面。

第八条 教育教学质量评价与持续改进反馈工作包括：

（一）建立教育教学质量评价多向信息收集机制，通过多

种途径收集和整理学、教、管等各方面信息。

（二）建立教育教学质量评价多向信息反馈机制。通过书

面、网络平台等途径向相关部门及学院进行信息反馈。

第六章 持续改进

第七条 建立多元化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改进工作机制。

（一）对较为突出的任课教师教育教学质量问题，相关课

程负责人及专业负责人应和教师本人共同制定教学能力改进方

案，学院对方案实施效果进行跟踪。

（二）对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课程教学大纲、

教师教学水平、专业办学条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督促各相关

教研室针对问题制定整改方案，并对整改效果予以跟踪、再次

评价，形成闭环。

（三）对学生学风问题，制定和实施学风改进计划，并对

改进效果进行跟踪。

（四）对教学管理及后勤保障服务问题，学院及时进行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