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实施 2018 年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工作的通知 
 

各系部： 

    为进一步规范教学管理，建立二级教学单位教学质量内部诊断与改进机制，

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经研究，将原每学期期初、期中、期末三段式教学检查

改变为二级教学单位内部质控、学校复核。现将 2018 年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工

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主要内容 

    （一）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和执行情况检查 

    1.是否依据年度社会调研分析结果来修改完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规格和课

程； 

    2.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过程中是否多次与企业人员沟通； 

    3.是否组织过由企业人员和教学专家组成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对人才培养

方案进行论证； 

    4.同一专业不同招生类型的人才培养方案是否有差异； 

    5.实践教学学时是否不少于教学活动总学时的 50%； 

    6.公共基础课程设置是否符合当年学院人才培养方案修（制）订原则性指导

意见；(是) 

    7.各专业是否严格按照审定的人才培养方案执行。 

    （二）课程标准制（修）订和执行情况检查 

    1.培养方案中设置的课程是否都有课程标准；(是) 

    2.课程标准在制（修）订过程是否多次与企业人员沟通； 

    3.教研室是否开展过关于课程标准制（修）订的研讨；(是) 

    4.是否组织过企业人员和教学专家对课程标准进行论证； 

    5.课程标准中课时总数、理论与实践课时分配是否与培养方案保持一致；

(是) 

    6.不同专业的同一门课程，课程教学目标与内容是否有差异。（不全是） 

    7.课程标准中制订的考核评价方案是否有效地检验课程目标的达成。（是） 

    （三）教材选用情况检查 



    1.选用的教材是否教育部规划教材；(是) 

    2.选用的教材是否符合课程标准要求；(是) 

    3.同一专业、不同招生类型同一门课程是否选用同一种教材；(是) 

    4.一门课程是否只选用一种正式出版的教材；(是) 

    5.任课教师选用教材时是否提出拟选定的教材 2-3种；(否) 

    6.教研室是否对任课教师提出的拟选用教材，进行集体讨论认定；(是) 

    7.选用的教材每学期开课前是否发放到位。(是) 

    （四）教师教学行为规范检查 

    1.教师是否严格按课程标准制订课程授课计划，并经教研室主任核准、系部

主管领导批准后执行；(是) 

    2.变动授课计划时是否经过教研室主任、系部主管领导同意；(是) 

    3.教研室是否坚持集体备课，是否开展以教学方法为主的教研活动，是否随

时检查教学进度的执行情况。(是) 

    4.教研室是否每学期组织相互听课五次以上，并就听课情况进行研讨；（否） 

    5.教师是否严格按照教务处教案模板编写教案，教案内容是否完整；(是) 

6.是否在每学期开课前编写好授课计划和至少三次课教案；(是) 

(五)教师课堂教学情况检查 

    1.是否携带授课计划、教案；(是) 

2.是否存在迟到、早退、随意调停课、擅自更换教室等现象；（否） 

  3.是否检查学生的出勤率；(是) 

    4.是否对学生迟到、早退、上课吃东西、坐在教室后排，上课睡觉、玩手机

等现象进行管理；(是) 

    5.是否在上课过程中擅自离开教学岗位；（否） 

    6.是否在上课过程中使用手机，接打电话；（否） 

    7.教学过程中是否能够发挥学生主体作用，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课堂气氛

活跃；(是) 

    8.使用多媒体课件授课时，是否坐在操作台前，面对电脑显示器“照屏宣科”； 

（否） 

   （六）实习实训情况检查 



    1.实习场所及其设施设备配置是否符合安全要求，运行维护是否符合国家规

范;  

    2.校内外实训基地条件是否满足教学计划需要;  

    3.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教研室是否定期对实训室安全情

况进行自查； 

    4.实训课程开设是否都有课程标准； 

    5.实习基地使用情况是否有记录； 

    6.校外实习是否都购买了实习意外责任险； 

    7.是否存在借学生实习与实习企业、劳务中介之间进行利益输送，收取劳务

费、中介费的情况，是否存在克扣或拖欠实习学生报酬等情况； 

    8.顶岗实习指导教师是否每周与学生保持联系，是否了解学生实习中的困难

与问题； 

    9.教研室是否定期到校外实习生人数较多的实习单位进行回访和专业调研； 

    10．校内实习指导教师是否与校外实习单位指导教师联系过。 

    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工作的推进方式 

    1.2018 年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工作分学期进行，数据采集时间段为上学期

第 3周-本学期第 2 周。 

2.系部以教学日巡查、督导听课、学生信息员反馈、课堂满意度调查等数据

为基础，按照附件的格式对上述诊断内容进行逐一诊断回应，形成本系部教学内

部质量控制报告（格式见附件），于每学期开学第二周五前提交纸质版两份到教

务处张红梅老师，电子稿发张红梅老师 QQ邮箱（59039594@qq.com）。  

3.教务处和质量处结合教学质量日常抽查情况，依据系部内部质量控制报告，

对系部教学内部质量控制情况进行复核，并向系部反馈复核结果。 

请各系部按照通知要求，安排布署好本系部的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工作，提高教

学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教务处 

                                                 2018.3.3 



 

 

附件：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系部教学内部质量控制报告 

系部名称（签章）     系部主任（签字）：          时间： 

序

号 

诊断 

项目 

自我诊断意见 事项改善 

严重不

合格 

不合

格 

轻微不

合格 

建议改善

事项 

改进 

措施 

改 进

时间 

改进效

果 

1 不 同 专

业 的 同

一 门 课

程，课程

教 学 目

标 与 内

容 是 否

有差异。 

   

 

  轻微不

合格 

按专业重

新调整教

学目标及

相关内容 

按专业

重新调

整教学

目标及

相关内

容 

7-8月  

2 教 研 室

是 否 每

学 期 组

织 相 互

听 课 五

次以上，

并 就 听

课 情 况

进 行 研

讨； 

  

  轻微不

合格 

教研室每

学期组织

相互听课

五 次 以

上，并就

听课情况

进 行 研

讨； 

 

制定相

关听课

计划，

研讨计

划 

7-8月  

         

         

 

说明： 

1.诊断项目指通知中的诊断内容,原则上一个“是否”为一个诊断项目。 

2.自我诊断意见分四种类型：不合格指不符合诊断控制点；严重不合格指

大面积出现不合格情况，且未能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加以消除，体系运行失效；



轻微不合格指只个别、偶然有不符合诊断控制点情况； “建议改善事项”指不

在诊断内容之内但会影响质量的事项。 

3.自我诊断意见属于哪一类型，应在该类型栏填写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字数不超过 300字。 

4.“改进措施”需突出针对性，注重可行性，字数不超过 200字。 

5.“改进成效”指实施改进措施之后已显现的实际效果，不是预测或估计

成效。如果措施尚未实施，请予以说明，总体不超过 200字。 

6.报告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当系部内部诊断发现的问题与教务处、质量

处复核发现的问题一致时，则不扣分，事项改善后可视改善情况加 1-2 分；；当

系部内部诊断发现的问题与学校复核发现的问题不一致时，则要按事项不符合的

程度扣 2-4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