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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管理的理念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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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1．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2．训练部，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本文结合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系列课程教学团队的探索和实践 ，分析 了教育质 

量的影响要素，初步总结并提炼了教学质量管理的 “五要素法”，即从教师、学生、教学资源、教学模式和环境 

等五个方面来加强教学质量管理。依据五个要素的动态联系，我们进一步应用 “七个促进”推进教学改革的工 

作思路来指导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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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Quality Management 

ZHANG Ming‘，ZENG Jian，CA0 Qun 

(College of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NUDT，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contro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eries course teaching team in NUDT， 

we analyze the elements of influencing teaching quality，and propose new ideas about teaching quality management，“five 

— element method” which suggests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from five aspects including teacher，learner，teaching 

resource，teaching mode and environment．Following the dynamical link of the aforementioned elements，we further apply 

“

seven—promotion”to guide teaching reformation and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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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为深入贯彻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 

干意见》精神，扎实推进 “本科教学工程”，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加强教学 

团队建设，推行教学岗位制 ，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极大激 

发了广大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教育部教育教学质量工程 的内涵丰富，包括 (1)专 

业结构调整与专业认证 ；(2)课程、教材建设与资源共享； 

(3)实践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4)教学团队和 

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5)教学评估与教学状态基本数据 

分布；(6)对 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等六个方面的建设 

内容。教育部强调用工程观点狠抓本科教育教学质量，一 

是强调其系统性，二是突出硬性指标的要求。而高等院校 

的教学系和教学团队，作为组织实施教学的基本单位 ，如 

何结合实际的教育教学实践，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 

等教育质量的指示精神，抓好教学质量管理，依然是一个 

挑战性的、值得探讨的管理课题。 

本文主要结合控制科学与工程系列课程教学团队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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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导师。 

践，初步总结并提炼了教学质量管理的 “五要素法”，作为 

实施教学质量管理的指导。同时本文也介绍了我们如何结 

合教学团队建设工作，推进教学改革的工作思路和具体举 

措。 

二、教学质量管理的 “五要素法” 

在教育界，很多教育工作者了解如下的教学公式 ： 

教学效果 =教师 (学生 1+教材 2+教法3+环境 4) 

(1) 

教学公式 (1)特别突出了教师的作用，但是其科学性 

往往也引起审慎思考者的质疑，比如，如果学生根本不想 

学习，即便教师、教材 、教法和环境再好，其总体教学效 

果依然不可能好，所以也有研究者建议如下的教学公式： 

教学效果 =教师 学生 教材 教法 环境 (2) 

但是无论是采用教学公式 (1)还是 (2)，都意味着 

认同如下的教学理念：课堂教学效果往往取决于教师、学 

生、教材、教法和环境等五个方面的基本要素。把上述教 

学理念推广应用于教学质量管理，就形成 了本文的主题 
— — “五要素法”。所谓 “五要素法”，就是从教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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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学资源、教学模式和环境等五个方面来加强教学质 

量管理： 

(1)如何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2)如何强化学生的 

主体地位?(3)如何建立完善的教学资源体系?(4)如何 

加强教学模式的探索?(5)如何培育良好的学习环境? 

(一)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从教学质量管理的角度，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 

体现在： 

1．尊重教师的创造精神 

教学质量管理的第一要务是对教师劳动和创造精神的 

尊重。教学固然有许多共通的经验可循，但更是一门体现 

教师创造性精神和个性特征 的艺术。在教学中，教师的激 

情和创造力往往是最宝贵的、不可替代的教学资源。尊重 

和保护教师的创造精神，因而构成教学质量管理的重要理 

念。 

2．强化教师的能力培养 

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多媒体运用能力，信息吸纳能 

力，教研能力，表达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等 日益成为现代 

教师理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为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 

作用，只有强化教师的能力培养，使教师在实施教学的过 

程中可以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模式，方能达到良好的教学 

效果。 

3．塑造教师的人格魅力 

美国教育界近年提出了 “五者型”的教师，认为适应 

2l世纪的教师应当具备： (1)主修专业、教育专业的知 

识 ；(2)有成效的教学知识 ；(3) 了解学生心理、善于沟 

通；(4)善于判断与决策；(5)个人品格的表率。英国则 

提出培养 “完整型”的教师，即优 良的个人品质 、精湛的 

教育教学技能和较强的学习能力三个要素的统一_2]。我国 

自古以来就有强调 “教书育人”、“身教甚于言传”的优良 

传统。可见教师人格魅力对教育教学的重要性。 

美国著名教育家保罗 ·伟地博士，花费四十年时间搜 

集了9万封学生来信，概括出好教师的 l2种人格魅力指 

标 ：友善、尊重、耐性、兴趣广泛、良好的仪表 、公正、 

幽默感 、良好的品性、关注、坦率、宽容、有办法。中国 

学者 调查得出的最受欢迎的教师人格特质有 21个指标 ： 

自制、体谅、用心、适应、谦虚、诚实、合作、文雅、细 

腻、信心、活力、健康、仪表、勤奋、整洁、可靠、好学、 

创造力、敏捷、虚心、进取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伟大的教师人格魅力可以影响几 

代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张金槐教授在哈军工时期就是全 

军英模，退休多年以后依然是我们年青教师的标杆和楷模。 

(二)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 

从教学质量管理的角度，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对于 

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具体的管理 

措施包括： 

I．鼓励学生的自主学习 

恢复高考制度3O多年，为我国选拔优秀人才起到了重 

要作用。同时，也使得高等院校的本科生长期习惯于应试 

教育，习惯于被动的习题训练，而缺乏自主学习的意识和 

能力，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成长。为此，我们需要采 

用全程导师制、课堂教学改革、实践教学改革、学科竞赛、 

课程评价改革等多种管理举措，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 

和能力，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 

2．培养学生的批判思考能力 

俗话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但是我们的大学生依然 

存在着不加思考地接受西方所谓 “新生事物”和不加思考 

地拒绝本国 “传统文化”的倾向，容易犯轻信的毛病。为 

此，我们可以借鉴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 的导师制，通 

过阅读 、研究报告等形式 ，让教师通过具体指导，培育学 

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文献H 的英文直译就是 “牛津导师 

制：感谢您教会了我如何思考”，可见 。在世界级名校里对 

于培养学生思考力的重视，很值得我们借鉴。 

3．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 

我们可以通过提供实践平台和营造创新文化氛围，来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同时也需要去除创新的神秘色彩： 

可以开设思维课或思维讲座，剖析世界科技发展史上诸多 

科学大师和发明大家的创造案例，让学生产生 “我也能创 

新，我也能创造”的自信。 

前哈佛大学校长、20世纪国际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康 

能就主张：一所大学，必须要能平衡地圆满地达成 “知识 

的钻研、专业的教育、文雅的教育和学生的活动”等四个 

要素 ，才成其为大学。从此也可见学生的自主活动在大 

学的重要性及其在教育质量管理中的份量。 

(三)建立优质的教学资源体系 

从教学质量管理的角度，建立优质 的教学资源体系， 

对于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 

的管理措施包括： 

1．教材建设 

在网络化时代，经典教材依然具有其学术价值，深度 

阅读在信息化时代依然是掌握学科基础知识的有效手段。 

关于教材建设，一方面需要消化引进国外知名教材，为我 

所用；另一方面，随着我们自主研究能力的提高和教学科 

研的良性互动，应当有志气和勇气 ，超越经典，撰写出具 

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教材。 

2．多媒体资源建设 

在教学资源建设中，可以鼓励教师结合课堂教学实践， 

利用Powerpoint，Latxt和Flash等多种软件工具开发多种风 

格的课件和动画，也可以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丰 

富多媒体教学资源。形成教师和学生共同建设教学资源的 

良好局面。 

3．网络资源建设与使用 

网络资源建设与使用，一方面意味着充分整合和利用 

互联网上的各种资源 ，另一方面，也涉及到教学内网的资 

源建设和使用。 

(四)加强教学模式的改革 

美国多年的研究表明 ，高效的教师往往采用如下 的 

方法来促进学生的学习：创造挑战性和有意义的学习任务 

以反映知识如何应用；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与学生的预备 

知识和生活经验连通 ；为了形成有效学习过程必须检验学 

生是否理解；连续不断地评估学生的学习，并让教学适应 

学生的需要；提供清晰的标准，持续的反馈和实践的机会； 

鼓励学生战略式的思考以学会规划和主导自己的学习。 

在管理举措上，我们加强了教学模式的改革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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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教学质量：(1)推行本科生全程导师制；(2)倡导 

研讨式教学模式； (3)在课堂教学中增加 自主学习时间； 

(4)通过实践环节强化课程体系的联系；(5)提出开放性 

的研究课题；(6)开放实验室，给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更便 

利的条件等等。 

(五)培育良好的学习环境 

教学的经典定义就是设计环境。学习者正是在与环境 

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学会学习。一种教学模式可以说就是一 

种学习环境。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角度，我们需要从软硬 

两个方面加强学习环境的培育。 

在硬环境方面，我们建立全面开放的实验环境，如机 

械加工和电子制作工程坊，为学生自主创新提供实践条件 

保障；在软环境方面，需要在培育科学人文精神 ，激发 

科研兴趣，建立科研传统，营造创新文化方面下功夫。 

统计研究表明，我国在科学知识普及方面，与欧美发 

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 ，但是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理解 

方面，却依然存在显著的差异。一定程度上，我们需要让 

科学真正 “美丽”起来， “快乐”起来 ；需要更关注科学 

的精神，而不仅是科学的静态产品和实际功用，这对于提 

高教育质量乃至全民族的素质，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三、用 “七个促进”推动教学改革 

从影响教学质量的要素来分析，我们形成了 “五要素 

法”来加强教学质量管理的思路。从动态的角度看，各要 

素之间还存在动态联系，如图1所示。我们在近年的实践 

中，从这些动态联 系出发，我们进一步总结出了——用 

“七个促进”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工作思路，即促进 

“教学与教研互动”、“教学与科研互动”、“理论与实践互 

动”、“教师与学生互动”、“教师与教师互动”、“学生与学 

生互动”、“历史与现实互动”等。 

在近年的教学改革实践中，我们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 

(1)设立系 “教学改革项目”，鼓励教师结合教学实 

践，加强教学研究，促进 “教学与教研互动”；举办 “教学 

技能比赛”和 “教学研讨会”，促进 “教师与教师互动”， 

营造热爱教学、研究教学的氛围。 

(2)根据教师的知识结构特点和科研经历，科学安排 

教学工作，促进 “教学与科研”的良性互动，一批年青教 

师在教学实践中成长，教师队伍建设获得长足进步；实施 

专业课小班教学改革，在课堂教学中促进了 “教师与学生 

互动”，初显成效。 

(3)积极落实全程导师制 ，进一步加强教师与学生的 

联系，促进 “教师与学生互动”，并加强指导教师与指导教 

师的沟通，推动学生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从而达到学习型 

班级、学习型兴趣小组和学习型宿舍的建设目标。 

(4)积极探索实验教学改革，强化理论教学和课堂教 

学的有机联系，促进 “理论与实践互动”；积极探索学历合 

训学员的本科毕业设计改革，让毕业设计与未来的战场连 

通；依托实验基地开展学科竞赛，获得历史性突破。 

(5)在团队建设方面，国家级教学团队建设进展顺利 ， 

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进一步扩大了国家级教学团队的 

影响力，教材建设方面尤其突出，为教师与教师、教师与 

学生、学生与学生的互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媒介。 

(6)加强课程网站建设等教学资源建设，注意用科学 

史上的大师的探索精神激励学生，让 “历史与现实互动”， 

让学科发展的历史成为重要的教学资源，为 “教师与学生 

互动”提供更为丰富的平台，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网络资 

源 。 

教学资源 k 
／  ＼  

教师(主导) ==：： 学生 (主体) 

＼ 教学模式 彳'『 

学习环境 

图 1 影响教学质量的五要素及动态联系 

尽管我们在教学质量管理的理念和实践方面进行了一 

些有益的探索，但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我们依然是 “数 

据”有限而统计有偏的。我们所给出的研究结果依然是偏 

于定性的建议 ，更深入的、定量的、实证型的高等教育研 

究依然有待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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