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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围绕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质量监控现状及存在的不足，提出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构建体现应用型办学

定位的教学质量信息化监测平台。内外结合，双线监控，监与测结合，利用大数据分析高校教学工作中出现的

问题并持续改进，为应用型本科高校质量监测工作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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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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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in ap-
plied universities，the idea of using Internet technology to construct a monitoring platform for teaching
quality information is put forward． With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combined，teaching quality monito-
ring problem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be analyzed through the large data，which will be of ref-
erence for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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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监测是高校教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提高髙校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重要手

段。作为高校教学管理者而言，希望能实时了解到

学生上课的到课情况、教师的课堂 ( 实践) 教学情

况、教学质量保证情况等，以实现教学质量监测的

实时化和可控性。计算机、互联网的进步以及移动

互联技术的发展，推动了高等教育管理信息化的进

程。2015 年 7 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发展基于互联网的

教育新兴服务［1］。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高校

教学质量监测工作迎来了新的挑战。
然而，目前我国高校尤其是应用型本科高校教

学质量监控和评价信息化工作尚在探索阶段，没有

形成统一的标准。应用型高校现有的教学质量监

测模式，很难实现教学监控与测评的一体化以及数

据收集的及时化，这无疑会造成信息传递及反馈的

片面性和滞后性。新时期高校教学质量监控系统

应充分利用移动手机与互联网平台，利用其便捷

性、即时性、强交互性、碎片化的特征来及时收集教

学质量监控数据，持续覆盖学校教学质量的各个环

节。因此，针对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质量监测中存

在的问题以及质量监测信息化建设的需要，本文提

出基于移动互联技术监测结合的应用型本科高校

信息化平台的构建思路。



56 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 第 4 卷

1 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质量监测体

系现状

经过多年发展，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保障

体系中，质量监测采取学生评教、督导听课、试卷、
毕业设计( 论文) 检查、教学巡视等方法，及时地收

集教学过程信息，发现教学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并及

时反馈。初步形成了较系统的校内教学质量监控

评价体系，有效地促进了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但

就目前而言，应用型高校现有的教学质量监测体系

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1． 1 教学反馈信息滞后 学校的教师评价系统是

在整个学期课程结束后，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态度、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进行评价打分，反馈意见不

及时，导致过程管理薄弱，问题难以及时地发现和

解决。
1． 2 使用不方便，评教率低 大部分的高校评教

需要寻找电脑进行评测，有的学生没有电脑或者不

喜欢用电脑( 目前移动产品的不断发展，学生使用

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 。由于时间和设备的限制，

学生没有积极性去自愿参与评教工作，从而导致评

教参评率低。
1． 3 数据真实性低 一些高校为了参评率把完成

评教工作与查询成绩进行绑定，从而导致很多学生

为了完成评教而随意打分，进而出现全“A”或全

“B”选项的问卷，区分程度较低。
1． 4 教学质量监控缺乏开放性 未能形成以学校

主体、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引导、行业企业深度参与

的机制，未能符合工学结合、校企密切合作的应用

型培养要求。
1． 5 缺少系统性的信息化操作管理平台的支撑

较难实行动态管理和大规模的数据采集去分析教学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教学管理信息化层面，大部

分应用型本科高校都引入正方教务管理系统，只有

较少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引入了教学质量监测软件。

2 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质量监测信

息化平台构建思路及特点

2． 1 紧扣信息化趋势，实现评价即时性和便捷性

针对当前高校教学质量监控存在的问题，结合

高等教育管理信息化的趋势，拟构建的教学质量监

测平台是基于移动互联技术、结合大数据分析的监

测结合的信息化平台，可实现监测的及时性和便捷

性，并注重监测结果的及时迅速反馈。当下手机已

经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通讯工具，利用手

机 APP( 或微信公众号) 来进行教学质量监测是移

动互联网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之一。
信息化平台包含课堂签到系统、教学质量内部

评价系统、教学质量外部评价系统和实习监测系统

四个子系统，其结构如图 1 所示。在学生上课完成

签到以后，利用课间或课后的时间即可对本次课

教师的上课情况进行及时的评价。利用手机下载

本系统 APP 或者添加本系统公众号，可以随时利

用碎片时间进行评教。使用方便，随时评教，可实

现教学质量评价的即时性和便捷性，同时也提高

了评教的参与率。授课教师也可根据自己的需求

随时发布某节课的调研问卷，通过系统推送给学

生，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实现教学质量的持续

改善。

图 1 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质量监测信息化平台

2． 2 内外结合双线监控，体现应用型定位

信息化平台的设计充分考虑了应用型本科高

校人才培养的特点。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办学思想、
专业建设、师资培养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都与研究

型大学有根本区别，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目标

与社会需求有高度契合性，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经

济社会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并注重学生的各种能

力的培养［2］。
因此，拟构建的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质量监测

平台，以提升理论和实践教学质量为基础，注重学

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培养，在校内教学质量

评价的基础上，引入外部评价( 企业评价、毕业生评

价) 系统和实习( 认知实习、毕业实习) 监测系统，内

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重视校企合作，兼顾实

践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内外结合，双线监控，形成

以高等学校为基础、行业企业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全

面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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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监控与测评无缝对接，提高数据的真实性

信息化平台的设计兼顾教学质量监测方面两

个部分的内容，一是监控，二是测评。课堂签到系

统和实习监测系统可对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有

效监控，教学质量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系统可对教

学质量进行合理评价。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质量

的监测系统的总体设计思路是“监”与“测”的有机

融合，从课前签到，到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再到问卷

调研( 内部和外部) 以及实习监控，实时监测，统计

数据并及时反馈数据，提高了监测数据的真实性。
系统后台生成的数据可进行专题式的诊断以

及持续的追踪整改，具有动态可追溯性; 在数据收

集和信息反馈层面，形成闭环，使人才培养监测系

统形成循环、动态、持续改进的系统，实现全方位、
全员的、动态的教学质量管理模式。

3 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质量监测信

息化平台的运行机制

3． 1 课堂签到系统

该子系统的设计拟在每个教室安装配置一台

刷卡装置终端带 WIFI 功能，通过 RJ45 网口有线形

式联网，学生既可以通过校园卡刷卡签到，也可以

通过连接 WIFI 登录系统签到; 上课开始前 15 分钟

系统开启开始签到，开始上课后，系统关闭 WIFI 信

号不允许再签到。终端数据时时上传到后台服务

器，供教师、管理人员登陆查看。该系统的特点是

签到准确率高、签到多式多样灵活、支持设置有效

签到时间。
学生签到完毕之后，系统可以自动生成到课率

数据。各班辅导员、系部( 二级学院) 领导包括学校

领导可以准确掌握各个班级甚至全校学生的到课

情况，一是省去了课堂点名的时间 ，二是可监控学

生和老师的到课情况 ，三是为随堂评教做好准备。
3． 2 教学质量评价系统

教学质量评价是教学质量监测系统的核心部

分。应用型高校教学质量的评价可以分为两个阶

段，其一是学校教育阶段的评价，也可称为内部教

学质量评价，即人才培养过程阶段的评价。其二是

毕业生的评价( 或用人单位的评价) ，也可称为教学

质量的外部评价。
( 1) 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质量内部评价系统。
评价指标的应用性。对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

质量评价而言，在指标设置上有着众多体现自身特

色的指标，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全面，并且能够体现

出应用性和能力导向［3］。内部评价主体包括在校

学生、督导、领导和教师，在内容上侧重于教材建

设、师资队伍、教学过程和教学管理; 外部评价主体

为毕业生、用人单位等，外部评价在内容上侧重于

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及实践教学等方面。此外，在

教学质量评价上，将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建立合作发展平台、创新专业体系和人

才培养体系等方面的内容纳入到评价指标体系之

中，体现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学生评教的及时性系

统利用移动产品的推送特性，在当天( 或当节) 课程

结束后自动的推送对应的通知到学生端( 同一门课

的不同教师自己课程结束后可自 动 推 送 评 教 通

知) ，学生通过点击移动端推送消息自动跳转至评

教界面，进行简单评教( 好中差) ，省时省力地完成

整个评教动作。通过这样的推送方式，减少了学生

为完成任务( 查成绩等) 的突击评教、以及由于时间

节点不正确导致的评教内容不准确，保证了学生评

教工作的及时、自愿性，从而保证了学生评教的有

效性及参与度。督导( 同行) 听课、巡课反馈的便捷

性。教学督导工作是教学质量监测体系重要的组

成部分，督导的听课、检查实践教学、巡课等是随机

进行的，可及时掌握任课教师的备课情况、上课纪

律、教学组织能力、学生的课堂纪律及出勤等情况。
但存在的问题是评价记录等通过记录本等纸质材

料来记录，反馈不及时，导致“督”无结果、“导”无

方向，失去教学督导应有的价值和权威。因此，拟

构建的应用型本科高校信息化平台可将督、评、导

有机的结合起来，教学督导可通过平板电脑登录系

统，将听课、巡课所得到的相关信息包括指导建议

等及时反馈到信息平台，相关教学主管部门( 教师)

获得信息后，能及时作出相应的整改。
此外，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质量内部评价体系

还具有测评频率高、指标权重设置灵活、评价得分的

综合性等特点。教师的期末评价得分可由学生、督
导和同行评价综合决定，改变以往学生对老师评价

的一票制，可灵活设置学生、督导和同行评价的权重，

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综合评价。解决教学质量评价

中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问题，对于教师教学活动的

评价更加客观及公平合理。内部监测系统还具有大

数据分析和多访问入口等特点。如图 2 所示。
( 2) 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质量外部评价系统。
外部质量评价的主体有政府、企业以及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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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教学质量内部评价系统的特点

生。企业( 用人单位) 、参加工作以后的学生对于学

校的教学质量更有一定的发言权。参加工作以后

的毕业生在教学质量评价方面以满足岗位要求为

评价标准，学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于该岗位

的工作背景、工作任务、具体要求以及整个岗位应

该有的素质、能力和知识结构，有着清晰的认知和

理解。毕业生回过头来可以非常客观地去评价在

校期间自己学习的专业，诸如专业设置、课程设置

合理性，包括在校期间的教学质量能否适应现在的

岗位需求等( 图 3) 。
外部评价系统提供了对应的系统信息设定工

具，支持自动的进行触发对应信息推送至需要参与

评教的主体( 毕业生、用人单位) 手机上，收到信息

人通过点击信息就可以直接跳转到对应的模块，从

而实现了通知评测( 调研) 的一体化，方便评教主题

可以随时随地的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完成评测 ( 调

研) ，同样也减轻了教学管理人员的事务性工作。利

用外部评价，实施校企合作制定课程标准、人才培养

标准等，实现质量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化。

3． 3 实习监测系统

高校实习管理大都采用学生填写实习手册、书
面报告的形式对实习情况进行考核。在实习学生

管理方面，由于实习位置分布较分散，通过传统的

通信方式往往存在个别学生联系不上的情况，对于

学生有没有去企业实习也不得而知，从而导致实习

难以管理，流于形式。
应用型本科高校实习监测系统可利用移动端

的特有技术，将手机定位、身份绑定、地理信息等不

同的功能与系统进行再次组合，从而实现利用定位

信息的有效签到，让学生的实习工作 ( 认知实习和

毕业实习) 更加可控。对签到的位置和时间进行约

束从而保证了学生实习实践工作的客观有效，促进

了实习工作的实际运行效果。
实习监测系统的构建有助于指导老师( 校内校

外) 及时发现实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采取更加

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此外，该监测系统更有助于

指导老师及时掌握学生的动态，体察学生对实习的

反应，从而为完善实习运作管理、对学生进行准确考

核和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提供依据和参考［4］。实习监

测系统( 图 4) 同时也构建了“双线监控”的质量保障

系统。通过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和外部质量监

控体系的完善，形成以高等学校为基础、行业企业和

社会共同参与的全面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5］。

3． 4 信息收集和反馈系统

信息和数据的搜集在高校教学质量监测中占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进行进行质量监控、科学

评价和持续改进的基础。拟构建的信息收集系统

综合考虑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教学目标来设计监测

指标，同时设计可自定义的各种专业化问卷，通过

平台自动推送问卷，对教学质量的相关评价信息

( 课堂教学评价、实验教学评价、实习指导教学评

价、企业和毕业生评价等) 进行收集。
反馈系统的设计从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教学目

标出发，设计符合应用型本科高校自身特点的监测

指标和调研问卷。通过整合督导、同行评教、问卷

调研、学生评教、外部评价等多方面的指标数据，进

行专题式的诊断以及持续的追踪整改。使得“教—
评—教”形成螺旋上升的闭环系统 ( 图5 )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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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收集和反馈系统的设计支持从参评率、评价成

绩等方面对数据的有效范围进行设置，再进行整体

或各项指标、各评测范围的成绩分析、排名分析、比
较、趋势分析以及到课率和参评率监测等。也可以

根据具体要求生成教情、学情报告及教学质量报告

中，并导出 WORD、EXCEL 等报告文件。

4 结 语

互联网 + 背景下，将信息化手段运用于教学质

量监测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构建应

用型本科高校教学质量监测信息化平台，可实现监

控与测评的无缝对接，提高评教的参与率和数据采

集的真实性; 校内外相结合的监测模式，可形成以

高等学校为基础、行业企业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全面

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数据收集和信息反馈的闭环

设计，可使人才培养监测系统形成循环、动态、持续

改进的系统。在教学质量评价指标设置上注重应

用型和能力导向，为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和教

学质量评价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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