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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监控、多阶段跟踪、持续性改进、本研全覆盖的质
量保证体系建设与实践”荣获2014年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图2. 同济大学本科教学和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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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主要问题

n 质量治理如何避免评价对象被动接受评价，有效实现自主的

质量控制

n 育人过程如何渗透质量文化，真正体现全过程的育人质量观

n 质量保证如何利用大数据驱动，可靠实施智慧化监测评价



解决的主要问题

• 学校、学院、专业、课程、教师被动接受外部

评估、认证，被动接受监督评价和监测，自觉

自律的质量意识不强

• 质量管理注重监督和问责，支持服务教师教学

和学生学习不够，引导学科专业建设改革方向

的实施路径探索不足

被动接受

自主控制



解决的主要问题

• 坚持育人和育才相统一：容易走向两个误区，

一是将“育才”等同于“育人”，二是将“成

功”与“成才”混为一谈

• 第一课堂是主战场，第二、第三课堂“ 蹦 蹦

跳 跳 、 热 热 闹 闹 ” ，与第一课堂融合不够，

重课堂教学、轻实践和交流

教学过程

育人过程



解决的主要问题

• 存在智慧教室教师传统PPT教学的“不智慧”

现象，从教学需求出发的主动智慧教学还不多

见

• 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新型教学模式带来教学管理

工作量大幅增加，传统质量监测方法如何适应

新型教学模式带来的巨大挑战，加强海量数据

分析和应用能力不足

管理效率

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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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主要内容

图3. 同济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体系2.0



成果的主要内容

n 立足于学生成长发展和大学人才培养能力提升，突出“质量

治理自主性、质量内涵多维度、监测评价智能化”

n 实现“三个转变”：质量管理向质量治理转变，教学过程向

育人过程转变，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变

n 探索“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质量文化建设路径



部分相关制度文件、指标、方案
• 同济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体系 2.0
• 同济大学“全链条”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指导意见
• 同济大学“六位一体”教学评价体系的指导意见
• 同济大学关于开展第二轮本科专业评估工作的通知（2017-2020）
• 同济大学本科课程教学质量要求
• 同济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要求
• 同济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听课评价表
• 同济大学校院两级教学督导工作实施办法
• 关于开展本科专业培养方案评价的原则意见
• 关于开展本科课程评价的原则意见
• 同济大学本科课程评价实施细则
• 同济大学一流本科课程教学评价方案
• 同济大学线上（混合式）课程教学质量要求与评价方案
• 同济大学名课优师推选评审办法
• 关于落实《工程教育认证状态保持与持续改进工作指南（试行）》的指导意见
• 同济大学教学质量管理文件汇编
• 同济大学 2018 级、2021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原则意见及细则
• 关于修（制）订本科课程教学大纲、课程简介的通知
• 同济大学学院本科教学基本状态考核方案（2020-2021 学年）
• 同济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状态评估指标体系（2019-2020 学年）

成果的主要内容



部分相关报告和实践效果
• 2015-2020 年校内本科教学质量保证工作年度报告
• 2015-2020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 2015-2020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
• 2017-2020 年第二轮校内本科专业评估工作总结
• 2019、2020 年全链条人才培养质量调查与评价报告
• 2015-2018 年第五轮-第八轮人才培养调查与评价数据分析报告
• 2015-2021 年教学督导工作报告
• 2017-2020 年本科教学基本状态监测数据分析报告
• 2014-2018 年专业学位研究生调查报告
• 2015-2017 年 SERU 调查报告
• 国家一流专业、一流学科、一流课程清单
• 国家级规划教材清单
• 海外校区国际交流情况总结
•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实践
• 土木工程学院的实践
• 交通运输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工程教育认证试点工作情况
• 《中国高校质量文化建设工作指南（试行）》

成果的主要内容



成果的主要内容

审核评估
专业免检

主要方面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关键要素

教育质量目标和

管理职责[1]
学校定位和办学思路[1.1], 人才培养目标

[1.2], 职责、权限和沟通[1.3]
学校定位[1.1.1]，办学思路[1.1.2]，三全育人体系[1.1.3]，学校人才培养

总目标[1.2.1]，学科专业培养目标[1.2.2]，职责、权限和沟通 21个

 教育资源建设与管理

[2]

本科专业、研究生学位授权点设置与建设
[2.1]，人力资源管理[2.2]，教学条件保

障与管理[2.3]，教学基本建设与管理
[2.4]，学术平台建设与管理[2.5]，国际
交流平台建设与管理[2.6],教学改革与建

设[2.7]

本科专业、研究生学位授权点设置[2.1.1],本科专业、研究生学位授权点建
设[2.1.2],师资队伍建设与管理[2.2.1],导师管理[2.2.2],组织建设与管理
[2.2.3],教育经费管理[2.3.1],教学设施建设与管理[2.3.2],教学信息化建设
与管理[2.3.3],科研平台支撑[2.3.4],课程建设与管理[2.4.1],教材、教学资
源建设与管理[2.4.2],实践教学建设与管理[2.4.3],创新平台建设和管理
[2.5.1],校园文化和学术活动管理[2.5.2],国际交流平台建设与管理,教学改革
与建设

54个

人才培养过程管理

[3]
培养方案制（修）订[3.1],招生工作[3.2],

培养过程[3.3],教学文件档案管理[3.4]

培养方案制（修）订,招生计划制订[3.2.1],招生宣传[3.2.2],入学考试、审核
和录取[3.2.3],国际学生教育招生和录取 [3.2.4],创新创业教育[3.3.5],毕业
论文（设计）、学位论文管理与学位授予[3.3.6],学籍管理[3.3.7],学风建设
和学术诚信[3.3.8],第二课堂[3.3.9],体育、美育、劳育[3.3.10],学生支持服
务[3.3.11],教学管理文件和学习材料管理[3.4.1],学生个人档案管理[3.4.2]

64个

监控、分析和改进

[4]
监控与分析[4.1],管理评审与教学评估

[4.2],综合分析与改进[4.3]

管理评审[4.2.1],教学评估[4.2.2],专项跟踪调查与分析[4.3.1],全链条人才
培养质量调查与分析[4.3.2],专业人才培养调查与分析[4.3.3],质量监测数据

填报[4.3.4],纠正和预防措施[4.3.5],持续改进[4.3.6]
45个

质量文化[5] 制度文化[5.1],沟通文化[5.2] 制度文化,沟通文化 8个

合计：5个 19个 55个 192个

表1. 同济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纲要（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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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方法

质量保证从质量管理向质量治理转变，突出自主性

p优化质量标准，从质量控制转向质量持续改进

p 健全课堂教学标准、课程标准、专业标准，开展分类评价

p 课程大纲注重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落实OBE理念

p 评价结果用于持续改进，提高质量保证有效性



解决问题的方法

质量保证从质量管理向质量治理转变，突出自主性

p营造质量氛围，从制度约束过渡到质量意识凝聚

p 健全制度规范，完善校院两级管理

p 定期开展教师培训、研讨等质量活动，形成全员参与的治理格局

p 从监督评价到支持服务，培育一流课程和专业



解决问题的方法

质量保证从质量管理向质量治理转变，突出自主性

p落实质量责任，从质量意识转化为自觉行为

p 构建“三类责任岗位”体系，落实学校、

“学科-专业-课程”、教师的质量责任

p 强化教学质量在职称评聘、奖励评审中一

票否决权。



解决问题的方法

质量保证从教学过程向育人过程转变，体现多维度

p空间维度：质量标准从第一课堂拓展到第二、三课堂，树立全面
育人质量观

第一课堂 第二课堂 第三课堂 p 突出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

p 实施OBE导向的教学设计

p 强化学术平台和国际交流平台

p 落实学生支持服务



解决问题的方法

质量保证从教学过程向育人过程转变，体现多维度

p时间维度：全过程、分阶段、多主体开展全链条人才培养质量评价



解决问题的方法

质量保证从教学过程向育人过程转变，体现多维度

p人员维度：以育人效果为核心，着力推动全员参与

学校层面 学院层面

学校教务委员会；
本科生院，研究生院；

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
相关职能部门；
质管员

学院教指委；
相关负责人；
三大责任岗位；
教师；学生；校友；
用人单位；质管员

p 教师、学生、校友、用人单位等
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

p 学校职能部门、学院协同育人，
系统推进



解决问题的方法

质量保证从教学过程向育人过程转变，体现多维度

p知识维度：构建本研贯通、德智体美劳全面协同的高质量
人才培养体系

p 实施“1+3+X”本研
贯通人才培养模式

p 探索“体美劳”理论和
实践类评价指标

p 将“五育”工作成效纳
入评估指标、年度绩效
考核

 引领未来的
社会栋梁与专业精英

基础更宽
交叉更深
专业更精
出口更高

科教融合
产教融合

全球协作
共享共创

一流的学科、一流的师资、一流的教育硬件、一流的管理服务

课程思政
德智体美劳



解决问题的方法

质量保证从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变，着力智慧化

p开展智慧教学环境建设，丰富优质线上教学资源
p 通过同学堂等平台建设，打造精品教学资源

p 自建线上课程200 余门、国家一流课程54门（线上课程27门,虚拟仿真实验课程7门）

p 建立实时共享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云平台



解决问题的方法

质量保证从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变，着力智慧化

p着力智能化学习平台建设，提升智慧教学能力

p 启用智慧教室179间，全程记录线上线下融合教学过程，辅助学习评价

p 建成云课堂、云视频会议、Canvas学习系统、云录课等智能化平台



解决问题的方法

质量保证从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变，着力智慧化

p大数据驱动学习成效分析，提高教学质量治理效率

p 探索混合式学习分析方法、课程目标和

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

p 通过AI赋能，监测评价由经验驱动逐步

向数据驱动转型

p 基于流程再造，构建本研一体化系统

p 基于教学观摩与智慧评价中心推动智慧

评价



解决问题的方法

图4.大数据驱动的教学过程分析和智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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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

质量治理体系创新：
营造学生中心、成果导向、

持续改进的质量氛围，提高

师生自我改进的质量意识

2

31

质量管理内涵创新：
构建全员、全过程、全链条

多维育人质量观，丰富教育

质量观的科学内涵

质量治理能力创新：

依托教学资源信息化、环境智慧化

、评价智能化，赋能质量保证能力



影响力



几点体会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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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体会和思考

专业是基本单元：满足国家社会需求，学科发展支撑

教师是质量关键：学术与育人一体，育人成效评价

课程是核心要素：第一课堂主战场，OBE理念融入

教材是知识载体：科技前沿同步，教学资源新形态



几点体会和思考

技术是赋能手段：学习环境创设，评价方法创新

能力是治理重点：利益相关者参与，服务师生教与学

制度是保障根基：守住质量底线，不断追求卓越

文化是价值信念：无形韧性约束，促进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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