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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语言文化学院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完善我院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逐步建立持续改进机制，根据《西昌学院关

于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的指导意见》（西学院教〔2018〕36号），特制订

本实施细则。

一、基本原则

（一）秉持“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教学设计

及实施要以学生接受教育后所取得的学习成果为导向，同时逐步建立有效的教学质量评价和

持续改进机制。

（二）教学质量评价工作应遵循全程性原则和多样性原则。对课程的评价应贯穿课程教

学全过程，对教师的评价应覆盖教学生涯全过程，对学生的评价应包括在校生和毕业生。充

分发挥不同评价主体在评价工作中的优势和特色，建立“校内/校外”评价，“学生/教师”

评价，“学院/系部”评价等有效集成的质量评价体系。

（三）持续改进工作应遵循针对性原则和发展性原则。凡是在质量监控与评价过程中出

现的明显问题，必须有针对性地改进，并在之后的教学过程中持续跟踪其效果，形成“运行

-评价-反馈-改进-再评价”的闭环管理。持续改进工作应以学生素质不断提高、教师教学能

力不断发展为导向，使教学质量始终处于循环式上升过程，实现师生共同发展。

二、组织体系

（一）教学质量评价与持续改进工作在学院领导班子的领导下，由教研室主任、教学秘

书以及辅导员负责组织与实施。

（二）学院根据学校建立的各项制度（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课堂教学网上评教制度、

毕业生就业质量跟踪调查制度、教学督导工作制度、领导干部听课制度、教师教学质量考核

制度等）完善教学质量评价与持续改进体系。

（三）学院建立教授委员会、二级教学督导组、学风建设小组。院教授委员会为专业建

设、课程建设、培养方案和实习实训等本科教学相关事项把关。二级教学督导组对学院教学

质量、教学改革、教风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完成校督导组和学院交办的其它教学督导任务，

充分发挥督查功能。学院学风建设小组制定本院学风建设实施方案，具体推进学风建设工作。

三、主要评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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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德师风情况。主要包括教师在执教生涯中的理想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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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课程目标达成度等。

（三）教育教学水平。主要包括教学大纲制定、教学计划执行、课堂管理、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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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纪律、考风考纪以及学

风、班风、室风等。

（五）教学运行与效果。主要包括教学和质量保障体系运行的有效度，教学资源条件的

保障度，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的满意度等。

四、主要评价举措

（一）每学期开学之初，各教研室对上学期试卷、课程设计等学生资料复查，学院组织

督导组检查，确保资料齐全、成绩评定准确无误。

（二）学院根据学校在每个自然班设的教学信息员，不定期收集、反映教师教学情况，

每学期开展一次全体信息员座谈会，收集广大学生对教学过程的合理化要求和建议并反馈改

进。

（三）配合学校做好每学期定期的网上评教工作，引导学生从师德师风、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教学效果等方面对本学期任课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独立地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四）逐步建立毕业生信息数据库，对毕业生就业质量开展跟踪调查，及时了解用人单

位意见和建议。

（五）设立二级教学督导组织，对全院教学运行、教学改革、教风学风状况进行监督、

检查与评价，组织定期专项检查、不定期听课检查并进行通报。

（六）成立学风建设工作小组，制定本院学风建设实施方案，具体推进学风建设工作。

指导、检查、督促本学院各专业、班级学风建设活动开展情况。对各专业、班级进行考核，

总结学院学风建设活动开展情况，为进一步改进学风建设工作提供依据。

（七）学院党政领导要深入教学一线进行教学质量的调研与评价工作，每学期每人听课

不少于 4次，专业负责人听课不少于 2次，教师之间相互听课不少于 1次，切实加强对教学

工作的监督与管理，确保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

（八）根据学生评价、同行评价、领导评价数据，学院每学年组织开展教师教学质量考

核工作，从教学效果和教学水平、教学改革、日常教学规范等方面对全体任课教师进行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