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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is	the	key	measure	to	ensure	that	students	enjoy	fair	and	high	level	education,	helps	the	school	to	find	
and solve problems in time, improve the fairness and effect of teaching, so as to create a better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service for 
students. This paper for the society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normal university teaching qualit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DCA	cycle,	find	out	the	problem,	explore	the	advanced	concept,	by	optimizing	
the monitoring system, promote universities continuously improve teaching methods and curriculum, promote the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for	the	national	education	level	and	students’	quality	promo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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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质量监控是确保学生享有公平、高水准教育的关键措施，有助于学校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提升教学的公平性和效
果，从而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学习环境和服务。论文针对社会对师范类高校教学质量提出的更高要求，实施基于PDCA循
环理论的教学质量监控，找出问题原因、探索先进理念，通过优化监控体系，推动高校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促
进教育教学改革，对于国家教育水平和学生素质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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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陕西省的师范类高校

也在不断壮大和完善。这些高校在教育领域发挥着重要作

用，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教育人才。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和

高等教育发展的推进，陕西省师范类高校也在不断调整和优

化专业设置、教学模式和科研方向。他们致力于提高教育质

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培养适应社会

需求的高素质教育人才 [1]。总的来说，陕西省师范类高校的

发展呈现出多元化、高质量的趋势，为陕西乃至整个中国的

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教学质量是评价高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2]。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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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有效监控和管理教学质量，高校可以提升自身的声誉和竞

争力，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和教师，推动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社会对师范类高校教学质量提出新要求，要求师范

类高校培养出具备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的优秀教师，能够胜

任教育教学工作，学生在学校期间能够通过实习、实训等方

式提高实践能力，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要

求教师和学校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手段，提高教学效果，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要求教师不仅注重学生的学术水

平，还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等。

师范类高校的使命之一是培养未来的教育从业者，通

过监控教学质量，可以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为教师提供及时的指导和培训，从而确保他们具备高质量的

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众多学者对

高校教学质量监控进行了持续性的研究，在 2010 年左右相

关研究的数量达到顶峰，中国知网的统计结果如图 1 所示。

合理的教学质量监控可以确保学生接受到公平、优质

的教育资源，保障他们的学习权益。通过对教学质量的监控，

学校可以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提高教学的公平性和

有效性，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服务。有助于高校不

断改进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

水平和教学质量。这对于提升国家的整体教育水平和培养学

生的综合素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3]。

PDCA 循环理论是 Plan（计划）、Do（执行）、Check

（检查）和 Act（处理）的缩写，PDCA 循环按照这样的循

环不止地进行质量管理，在质量管理中，PDCA 循环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是全面质量管理所应遵循的科学程序，许多学

者将其应用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4]。

根据社会对师范类高校教学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基

于 PDCA 循环理论的师范类高校教学质量监控工作，找出

现有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存在的问题，探索先进的师范类高校

教育质量理念，以帮助高校明确其办学方向，并致力于建立

质量至上的人才培养理念。并运用项目管理中的 PDCA 循

环理论，提出师范类高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优化的新思路，

以进一步完善监控机制。

2�师范类高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存在的问题
及成因

2.1�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制度不健全
师范类高校的监控体系不能明确定义教学质量的指标

和标准，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估工具和方法，无法全面、准确

地评估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监控过程缺乏透明度，师生难

以了解监控的具体内容和结果，无法有效参与监控改进。监

控手段不够全面，导致监控体系的执行和效果受到影响。

2.2�教学质量监控缺乏长效机制
教学质量监控所依赖的数据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的情

况，影响监控的有效性。同时缺乏有效的奖惩机制，对于教

学质量监控中发现的问题，缺乏有效的奖惩机制，无法促使

教师和管理者积极改进，以及责任不明确、流程不畅等问题，

影响监控工作的有效开展。使得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未能形成

一个长效机制。

2.3�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不完善
教学质量监控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但

师范类高校存在资源不足的问题，无法投入足够的资源来建

立完善的监控体系。同时，师范类高校缺乏系统化、全面化

的监控体系，监控工作无法覆盖到各个方面，容易出现盲区

和漏洞，监管不够到位，导致一些教学质量问题得不到及时

发现和解决。

2.4�教学质量监控未形成闭环
师范类高校对监控缺乏先进的技术手段支持，如人工

智能、大数据分析等，限制了监控的深度和广度。导致监控

结果反馈和改进机制不够完善，使得监控系统反馈机制不

畅，教学质量监控结果未能及时反馈给相关教师和管理者，

缺乏及时改进教学的机制，未能形成闭环，导致监控结果不

能有效地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3�基于 PDCA 循环理论的省属师范类高校教
学质量监控体系优化

PDCA 循环理论（Plan-Do-Check-Act）是一个有效的

管理工具，引入 PDCA 循环理论，可以帮助教学质量监控

系统持续改进和优化。在 Plan 阶段，明确教学质量监控的

目标和计划；在 Do 阶段，执行监控措施；在 Check 阶段，

对执行结果进行评估和反馈；在 Act 阶段，根据反馈结果

调整和优化监控策略。以下是在教学质量监控系统中应用

PDCA 循环理论的详细策略。

图 1�中国知网的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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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Plan 阶段（计划）
①明确教学质量监控目标：根据省属师范类高校的办

学定位、教育政策以及学生的需求，以提升教学满意度、培

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明确教学质量监控的具体目标。

②制定教学质量监控计划：确定监控的范围，包括课程、

教师、学生等各个方面；设计问卷调查、课堂观察、学生作

业分析等监控方法和工具；制定监控的时间表和进度安排。

③设定标准与指标：确立清晰、可衡量的教学质量评

估标准，用于后续的数据分析和结果判断。例如学生评教、

同行评议、专家评审等，并设定相应的评价指标，确保监控

工作有明确的衡量尺度。

④构建完善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构建一个包含多个

层面和维度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涵盖课堂教学、实践教学、

学生评价等多个方面。同时，要确保监控体系的系统性和完

整性，避免出现监控盲区。

⑤强化数据分析与利用：在大数据背景下，充分利用

数据分析技术，对教学质量监控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深入

挖掘和分析，为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有力支持。通过数据分

析，可以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教学改进提供数

据支持。

3.2�Do 阶段（执行）
①细化并实施监控措施：按照 Plan 阶段制定的计划，

开始执行教学质量监控措施。包括发放问卷、收集教学数据、

进行课堂观察、组织教学评估等。

②加强人员沟通与协作：与教师、学生以及教学管理

人员保持密切沟通，确保监控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执行过程

中，根据实际情况对监控措施进行必要的调整。

③加强二级学院教学质量监控：在全校整体教学质量

体系大格局下，强化二级学院的教学质量监控，确保教学质

量监控工作能够深入学院层面。通过加强二级学院的教学质

量监控，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学院层面存在的教学问题，推

动学院教学质量的提升。

④实施动态监控与实时反馈：教学质量监控系统应具

备动态监控和实时反馈的功能，能够实时监控教学过程中的

各项数据，并及时向相关部门和人员反馈监控结果。通过动

态监控和实时反馈，可以及时发现教学中的问题并采取相应

的改进措施，确保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

3.3�Check 阶段（检查）
①数据整理分析与评估：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和

分析，评估教学质量监控的实际效果。比较实际数据与预设

标准，找出存在的差距和问题。

②监控与改进有机结合：在教学质量监控过程中，要

注重监控与改进的有机结合。监控是手段，改进是目的。通

过监控发现问题，通过改进解决问题，形成教学质量持续提

升的良性循环。

③阶段反馈与总结：将分析结果以报告的形式呈现给

相关部门和人员，包括教师、学生和教学管理人员，明确指

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同时，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机

制，以便相关人员能够就监控结果进行讨论和交流。总结监

控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下一轮监控提供借鉴。

3.4�Act 阶段（处理）
①调整与优化监控策略：根据 Check 阶段的反馈结果，

在监控方法、评价标准或增加新的监控内容上对教学质量监

控策略进行调整和优化。修正监控计划中的不足，完善监控

方法和工具。

② PDCA 闭环教学质量监控系统：将本轮监控的经验和

教训纳入下一轮 PDCA 循环中，不断重复 Plan-Do-Check-Act

四个阶段，形成持续改进的闭环，以实现教学质量监控系统

的持续改进和优化。鼓励教师、学生和教学管理人员共同参

与监控工作，形成全员参与、共同提升教学质量的良好氛围。

综上所述，通过 PDCA 循环理论的应用，先进的管理

理论和技术手段的引入，构建完善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二

级学院的教学质量监控的强化，实施动态监控与实时反馈，

并注重监控与改进的有机结合，使教学质量监控系统形成一

个持续改进的闭环的管理过程，确保监控工作的系统性和连

续性，不断提高监控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不断提升教学

质量监控水平，为提升教学质量提供有力保障。同时，这也

有助于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质量监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推

动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

4�结语

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陕西省师范类高校在教育

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不断壮大与完善。论文围绕 3 所省

属师范类高校如何改进和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改进教

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促进以教师和学生为核心的全面

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应用 PDCA 循环理论进行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优化，在 Plan 阶段，明确监控目标、制

定计划、设定标准与指标，构建完善的监控体系；在 Do 阶

段，实施监控措施、加强沟通与协作；在 Check 阶段，对

数据进行分析评估，并与改进有机结合；在 Act 阶段，调整

优化监控策略，并形成闭环持续改进。这一系统化的监控体

系助力于持续改进与提升教学质量，促进教育事业的进步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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