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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发字〔2017〕18 号 

关于印发《南开大学强化本科课程质量 

多维督导评价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机关各单位： 

《南开大学强化本科课程质量多维督导评价的指导意见》业

经2017年3月20日第三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

遵照执行。 

 

南开大学 

2017 年 4 月 12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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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强化本科课程质量多维督导评价的指导意见 

 

为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切实提升本科教学质量，

根据《南开大学素质教育实施纲要（2011—2015）》，《教育部关于

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教高〔2016〕

2 号），结合 2014年教育部对我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反馈意见。

作为整改工作的一部分，全面加强本科课程质量督导评价。 

基本思路为：指标具象体验，评价三级多维，结果反馈整改，

纳入绩效参考，闭环、常态、全面督导评价。 

一、改进评价指标 

将现有描述抽象的评价指标，改为评价人在体验中较易具象

且能适当量化的指标。简化评价程序和指标数量。根据不同维度

的评价人，设计有针对性的指标（附件）。 

二、学生评教 

（一）在校生评教：依据学生评价个人在课程学习中的收获，

用体验式评教指标（附件 A），间接评价课程和任课教师。期中课

堂评价 1 次，网上期末匿名评价 1 次，任课教师要对学生的评价

给予回应。 

（二）应届毕业生评教：推出面向应届毕业生的评教系统。

在前两年工作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呈现形式，并强调主观意见栏

目。采用投票的方式，从四年所学课程中选出印象最深、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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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帮助的若干教师与课程，后台可导出评教结果。对参与评教

的学生赠送刻有个人学号的南开“金钥匙”作为纪念。 

（三）校友评教：面向南开本科毕业的学生，结合自身国内

外读研或工作经历，对所学课程和任课教师进行等级评价；同时

设有开放性问题，搜集校友对母校课程及教师授课方面的意见和

建议。评教系统按照不同评教内容和年级分批推出，借助新媒体

的力量，利用微信平台进行推送，同时征集热心参与评课校友的

信息。 

三、学院监督评价 

（一）教师自评：教师在课程结束后，对自身授课内容、态

度、方法、学生学习效果等方面，作出自评（附件 B）。鼓励授课

教师主动与前来听课的督导和教师交流。 

（二）学院领导班子：作为开课单位负责人，对本学院开设

课程负有质量把关、督导和评价的责任。院领导班子成员和本科

教学管理干部，听课、监（巡）考≥5门次/学期/人。 

（三）督导专家：学院聘请有经验的教师，有计划地对本学

院专业课程进行监督、辅导和评价（附件 B）。对新讲课教师的课

程，要安排督导跟踪（听课≥3 次），督导给予必要的面对面评价

和指导，帮助改进和提高授课质量。 

（四）青年教师观摩：近 5 年入职的青年教师，听其他教师

的课≥5 门次/学期/人，参与其他教师课程监考≥2 门次/学期/人。

通过听课、观摩，交流和切磋，相互促进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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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外同行：聘请来我校进修、访学、挂职的教师或外

聘教师，参与我校的督导评价（附件 B）。非本校人员的评价，作

为课程评价的补充。 

学院要全面统筹规划，每 2—3 年一轮，实现本院所开课程监

督评价的全覆盖，听课≥1 学时/门次。每学期末，学院教学办公

室统计（附件 C）本学期听课情况（以收到听课表为准），在学院

公布，并提交给校本科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中心。学院班子会要对

听课情况进行分析，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并落实督办人。 

四、学校督导评价 

（一）校领导听课：校领导听课一直是南开的传统，便于学

校领导直接掌握本科教学一线的情况，既从全局的角度评价、指

导教学工作，也可以作为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对课程进行督导。

参照《天津市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测评检查提纲》，学校

党政主要领导每年分别到堂听思想政治理论课 4 学时以上的要

求，建议相关校领导根据选课手册和考试安排，自行安排听课（附

件 B）、巡视、监（巡）考≥4门次/学期/人，并提交记录表。 

（二）干部督导评价 

1．校纪委委员，党务、纪检监查干部：根据国家对教育工作

的纪律要求，对课程的政治方向和价值观引导、学风进行督察，

重点督导思想政治课程、监（巡）考，一般≥5门次/学期/人。 

2．行政干部：从加强教学规范，了解课堂和学生培养情况，

改进教学管理和服务等角度，体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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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育人”，鼓励相关单位干部听课督导、监（巡）考，一般≥2门

次/学期/人。聘请部分入职 2—5 年的青年管理干部参与听课一般

≥10门次/学期/人。并提交听课记录表（附件 B）。 

每学期末，本科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中心统计本学期听课情况

（以收到表为准），并在校内公布。 

（三）专项督查：在积极配合天津市教委每学期一次派督导

专家入校督查的基础上，探索邀请校外专家、用人单位、校友、

校内有经验的教师等组成学校督导团队，对我校部分课程进行专

项督查，提出意见和建议。对部分学院本科教学工作进行抽查评

价。 

五、结果反馈 

各级多维督导评价结果将定期发布，分别向校友、学院、专

业和任课教师匿名反馈，并作为绩效和激励、考核和评聘晋升的

参考。 

 

 

 

 

 

 

 

南开大学办公室                          2017 年 4 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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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南开大学本科学生课程个人学习收获 

授课教师  课程名称  评价日期 年 月  日 

上课地点  津南-          八里台- 上课时间 周（   ）   ：  -   ：  

《本科课程导则》要点 

提示教师：诱发学生的兴趣，挖掘学生的潜力，催化学生的主动，提升学生的势能。  

促进学生在培育“公能”素质的实践中，具备：思辨知识的问题，学习知识的饥渴，享受

知识的快乐，创造知识的欲望。 

按自己学习体会和收获，分别按 5星:很满意，4星:满意，3星:一般，2星:较差，1星:很差。 

个人体会指标（目的） 星级 

1、问题引导，联系实际或前沿       （激发我的兴趣培养、探索欲望和视野拓展）  

2、节奏适中、精讲重点、难点，条理清晰，逻辑严密       （满足我的求知需要）  

3、启发、提问、互动、研讨，课堂气氛活跃       （我也有课上主动参与的自信）  

4、作业量适当，多读、多练和实践的指导       （增强我自主学习、实践和探索）  

5、课下师生有交流，考核灵活、开放、公平   （引导我摆脱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  

6、体会到课程在我学业和能力培养中有重要支撑作用     （有助于支撑专业能力）  

7、课程内容巧妙融合德、智、体、美或核心价值观           （启示我全面发展）  

8、鼓励批判性思考、质疑、争论和创新意识的启迪       （拓展了我的思维空间）  

9、被老师的讲课热情所感染，精彩的内容所吸引，收获丰富 （愿向其他同学推荐）  

课堂

状况 

教

师 

迟到、缺课 有(   ); 无(   ) 

学生

本人 

旷课、迟到 有(   ) ;   无(   ) 

随意调课 有(   ); 无(   ) 习惯座位 前排(  );中间(  );后排(  ) 

师德不当 有(   ); 无(   ) 课堂低头时间 约 1/4(  );1/3(  );1/2(  )  

对该课程最深印象或最大收获是： 对改进和完善该课程的建议是： 

  

 

以下信息仅供统计，对任课教师保密，请学生放心填写。 

学生姓名  学号  联系方式  

2017 年本科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中心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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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南开大学本科课程听（督）课评价表 

授课教师  课程名称  听课学生 约(   )人 

听课地点 津南-       八里台- 听课时间 年 月 日(周   )   ：  -   ：  

《本科课程导则》要点 

  提示教师：诱发学生的兴趣，挖掘学生的潜力，催化学生的主动，提升学生的势能。  

促进学生在培育“公能”素质的实践中，具备：思辨知识的问题，学习知识的饥渴，享

受知识的快乐，创造知识的欲望。 

根据自己听课体会分别评价，5星:很满意，4星:满意，3星:一般，2星:较差，1星:很差。 

体会指标（目的） 星级 

1、问题引导，联系实际和前沿                 （诱导学生兴趣培养和求知欲望）  

2、精讲重点、难点，条理清晰，逻辑严密               （满足学生的求知需要）  

3、启发、互动、研讨，鼓励提问或争论         （活跃课堂气氛，培养学生主动）  

4、学生讨论发言或回答问题，给予正面鼓励和引导   （增强学生主动参与的自信）  

5、批判性思考、质疑和创新意识启迪                 （引导学生拓展思维空间）  

6、授课有热情和感染力，设问巧妙、有吸引力             （激发学生课堂情绪）  

7、指导多读、多练和实践                   （激励学生自主学习、实践和探索）  

8、巧妙融合德智体美或核心价值观等亮点   （启迪学生全面发展，即教书又育人）  

9、运用教学方法和手段恰当，自如调控课堂             （课堂灵活中不失规范）  

课堂秩

序 

教

师 

迟到、早退 有(   ) ;   无(   ) 

学

生 

迟到、早退 约(   )人次 

师德不当 有(   ) ;   无(   ) 低头率 约 1/4(  ); 1/3(  ); 1/2(  ) 

提问学生  (   ) 次/节课 主动提问  (   )人次/节课 

对该课程印象最深的肯定看法是： 对改进和完善该课程的建议是： 

  

 

以下评价人信息仅供统计，对任课教师保密，请放心填写。 

姓名  单位  联系方式  

2017 年本科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中心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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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学院本科课程监督评价统计表 

统计人  学年第    学期 

 

 

学院 

班子成员 

听(督)课人 听(督)课门次 被听(督)课程数 巡视、监考、巡考(次) 

    

    

    

    

    

    

    

    

    

小计    

督导专家、

校外同行 

听(督)课人数 听课门次   

    

青年教师 

观摩 

参加观摩人

数 

听课门次   

    

合计     

被听(督)课程数/本学期本单位所开全部课数=   %。 

学院班子会对听课情况的分析： 

 

 

 

 

对存在问题提出的整改意见： 

 

 

院长（签字）：         ， 

年  月  日 

反馈督办落实情况： 

 

 

督办人（签字）：         ，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