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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rses in our country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ion stage, and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reasonable supervis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incomplete supervision 
scope, imperfect supervision feedback mechanism, and inadequate supervision team construction. The practice teaching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raining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has high requirements, strong innovation ability and great competitive pressure. 
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eaching, this paper proposes to build a new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upervision management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pand the scope of supervision, 
improve the method of supervision, perfect the feedback mechanism of supervision,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upervision 
result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upervision team, update the concept of supervision, and perfect the mechanis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upervision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 as to provide guarantee for improving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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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中国理工类学科课程思政督导机制还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督导管理机制不合理、督导范围不全面、督导反馈机制不完
善、督导队伍建设不到位等问题。中国高校理工科培养的实践教学要求高、创新能力要求强、学生竞争压力大。结合理工
科教学特点，提出了通过构建高校理工科课程思政督导管理新模式，扩大督导范围、改进领导方式，完善督导反馈机制，
提高督导成果的应用效果，加强督导队伍建设，更新督导理念，完善高校理工科课程思政督导机制，为提高高校理工科人
才培养质量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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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为满足市场需

求，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心转向了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

养，削弱了育人功能 [1]。高校中，专业教师约占教师总数的

90%，很多专业教师受市场经济的影响，认为自己仅负责培

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导致了中国高校知识传授与德育

教育的脱节，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2]。由此产生了课程思

政理念，课程思政 强调所有课程在进行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

的同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课共同承担 学生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方位育人、落

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全国高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课程思

政教育教学。

高校理工科学生担负未来国家基础设施及重大工程的

建设，理工科的实践教学要求高、创新能力要求强、学生学

习和竞争压力大 [4]。与其他学科相比，高校理工科的政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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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教育相对比较薄弱，理工科的课程思政建设尤为重要。课

程思政的教学质量离不开科学完善的督导机制。教学督导对

高校理工科所有课程的督促和指导，对教学管理的监督和检

查，是提高高校理工科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也是检验和促

进课程思政的重要路径。科学合理的教学督导机制有利于改

进高校教风和学风，规范教学秩序，优化教学管理，提高教

师教学水平。目前中国高校理工科的教学督导机制还处于探

索阶段，需创新督导模式、完善督导管理制度及督导联动整

合机制、强化督学与督管职能、完善反馈机制、加强督导队

伍建设 [5,6]。在全国高等学校深入开展课程思政的背景下，

理工科课程思政督导机制应与时俱进，应结合理工科教学特

点、学生的学习特点，改革创新，研究科学合理的课程思政

督导机制，为高等学校理工科课程思政的教学与建设提供指

导和保障。

2 高校理工科课程思政督导机制存在的问题

2.1 督导管理机制不合理，督导功能难以有效发挥
目前，中国高等学校理工科教学督导管理机制主要有

三种模式：①职能办公室模式。学校专门成立督导机构，独

立开展教学督导工作，直接对校长负责；②附属教务管理部

门模式。为教务管理部门下设的二级机构，督导专家在教学

管理部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③校级督导委员会模式。也可

以独立开展教学督导工作，也直接对校长负责。专门的教学

督导机构形同虚设，一般起不到应有的督导作用；附属于教

学管理部门的督导机构，一般只能做些日常的教学运行检查

和评价工作，缺乏对教师及管理人员的指导；校级督导委员

会形式，虽得到高校领导的重视和认可，但还须在教学管理

等职能部门的配合下开展工作，不利于有效地督管。

2.2 督导范围不全面、督导工作方式单一
高校课程思政的教学督导，除了督教，还有督学和督管。

长期以来高校的督导多偏重于督教，督教工作也偏重教师的

教学实施环节（即课堂听课），也仅对教师的教学方法和讲

课效果进行评价，对教学管理、教师思政能力、学生情况的

督导较少，没有形成从人才培养到价值观塑造的督导机制。

课程思政的督导工作形式应包括常规督导、专项督导和专题

调研。目前，督导工作以常规督导为主，对教学管理文件、

学生政治思想方面的专项督导和专题调研相对缺乏，督导机

制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不足。

2.3 督导反馈机制不合理，督导成果有效运用不足
督导信息的收集和反馈对保障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质量

至关重要，迅速整理和分析督导发现的问题并及时解决，督

导的成果才得以充分应用。目前由于督导时间、督导场地和

督导方式等原因，督导人员对教师的反馈往往不及时、不深

入。一方面，督导人员多采用定期反馈或线上平台反馈，这

种反馈方式易使督导结果的处理受到各种与个人利益相关

的因素影响；另一方面，督导结果很少或没有与教师及管理

人员的自身利益挂钩，使督导结果的影响力削弱，督导权威

被弱化。

2.4 督导队伍建设不到位，督导理念有待提高
目前高校督导人员的构成比较单一，主要来自校内，

缺少企业与社会人员的参与，没有形成对学生的全面督导。

督导委员会成员缺少思政理论课专家成员，无法准确评价理

工科专业教师的课程思政理论水平和教学效果。许多高校对

督导人员的业务培训很少或基本没有培训，督导人员的课程

思政督导能力有待提高。督导人员“以师生为中心”的督导

理念滞后，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了解不足，影响督导

人员的督导水平。

3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理工科督导机制研究

3.1 建立理工科课程思政督导新模式
①建立与教学行政部门平行的独立教学督导机构。建

立相对独立于学校决策和行政系统之外的督导机构，督导机

构与其他管理部门的行政地位同等，不受教学行政部门的约

束和限制，在学校统一框架下自主开展督导工作，建立相对

专业、独立和权威的督导运行机制，才能真正发挥课程思政

教学督导职能在课程思政教学质量保障中的作用。

②实行“三级三类督导”管理新模式。学校教学督导

委员会、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高校教学督导联盟的三级督

导管理新模式，学校专职督导、学院学科督导、校外特聘督

导的三类督导新模式，可使各督导专家按专业分组，使督导

专家所督导的学科、专业和课程接近自己的专业领域，使课

程思政教学督导更具科学性。建立高校间督导资源共享的督

导联盟工作新模式，以联盟促动督导工作上新水平，实现课

程思政教学督导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是未来理工科课程思

政教学督导机制的创新之路。

③建立联动与整合的教学督导机制。督导工作中发现

的与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有关的问题，可涉及学院、教务、人

事、学生、资产、后勤等各个职能部门。因教学督导委员会

没有决策权和行政权，为此应建立督导与各管理部门的联动

与整合机制，使督导前信息有效沟通、督导后及时督办解决，

形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快速联动。对提高理工科课程思

政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2 扩大督导范围，改进督导工作方式
课程思政背景下，必须将教师教学、学生学习、教学

管理三方有效联合督导，才能有效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对高

校理工科教师，既要关注教师的教学水平，更要关注教师的

政治思政和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和实践育人能力，关注教师

是否帮助学生正确地树立了 “三观”，是否培养了社会发

展所需要的建设人才；应将教学环节的过程性评价与育人成

效的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将评价贯穿到从备课、授课到考核

的全过程，避免某个环节影响课程思政效果。关注对学生的

长远育人影响，加强对学生的学业、做人的态度，对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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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度和认同感等的督导；强化学生的学习、就业与思想变

化等情况的督导，强化对教学管理、教学文件、教学运行、

学生管理、后勤服务等进行督导。

除常规的定期督导外，应针对师生反映涉及人才培养

质量的重点问题，开展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专项督导。对

高校理工科实验与实习等实践教学、期末考试等课程思政的

薄弱环节，要进行专项督查。对长期在督导反馈、各级领导

听课反馈和学生评价中处于后 20% 的教师要开展专门的跟

踪督导。应加强督导工作的专项调研、课题研究等工作 , 以

改进和完善督导工作，提高督导成率。

3.3 完善督导反馈机制，提高督导成果的应用效果
及时、客观、具有建设性的理工科课程思政督导反馈

意见，对教师、教学管理及学生都具有良好的积极导向作用，

能提升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理念、优化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提高课程思政教学质量，能督促相关部门及时有效改进与完

善教学管理办法。根据教学督导内容和发现的问题，可实行

现场反馈、定期反馈、专门反馈三种形式。对于教师课程理

论课程、实验教学等一般性的督导意见，可现场直接反馈给

讲课教师或相关部门；对于专项检查、专题调研、工作总结

等原始资料，可归档并深入分析整理，实行 1~2 个月定期

向校领导、教学单位和相关职能部门反馈；对于突出重大问

题，则直接向教务管理或相关单位专门反馈。

发挥教学督导评价的反馈激励功能，使教学督导反馈

机制真正成为高校理工科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的推动力，激励

教师课程思政的积极性和热情。把课程思政教学督导的评价

结果作为教师、实验技术人员及各职能部门管理人员的职称

职务评聘、奖励与惩罚、进修培训、教研项目立项的重要依

据。对督导反馈的问题，相关部门应限期整改，立足治本，

这是对督导成果的尊重，也可提高督导人员的工作热情。

3.4 加强督导队伍建设，更新督导理念
督导人员应具有丰富的教学或管理经验、德高望重、

权威的教育工作者，并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督导工作。

高校理工科课程思政教学背景下，还应充实从事思想政治理

论专业的教学专家和生产单位的技术专家。专业课教师课程

思政素养的评价、专业课的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情况、课程思

政元素融入专业知识的评价，均离不开思想政治理论专业的

教学专家。理工科实践性教学要求高，学生毕业后的思想状

况、解决实际问题的动手能力及创新能力离不开用人单位的

评价。

应加强督导人员课程思政督导培训，提高课程思政督

导理论水平，建立“以师生为本”的教育观念，熟悉现代化

教学手段，提高督导人员的专业权威性。加强现代网络开放

式教学形式下对学生的督导，借助网络平台大数据功能记录

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数据，为教师的个性化、高质量发

展，学生的个性化培养提供服务。组织参加各类课程思政教

学督导学术会议，开阔视野，提高指导实践能力。

4 结语

高校理工科肩负为国家基础设施及重大工程建设培养

专门人才的重要使命，高校理工科课程思政尤为重要。科学

完善的课程思政督导机制有利于促进高校理工科的教风和

学风，提高育人质量。针对目前理工科教学督导机制存在的

问题，我们应结合理工科教学特点，创新督导方式、完善督

导联动与整合机制、强化督学与督管职能、完善反馈机制、

加强督导队伍建设，为高等学校理工科课程思政的教学与建

设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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