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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质量监控是指通过对教学过程中影响教学质量的各种因素进行系统的监督与控制，

确保教学质量不断提高，达到一定质量标准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与行动的管理过程。主要涉及

到教学的教师、学生、环境、条件因素、质量标准、监控手段、过程、反馈等因素。教学质

量监控对提高教学质量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可以对质量进行评判，对教学工作的各个

要素、各个环节和工作状态的及时回的反馈信息，促进教学工作质量的提高进入良性循环的

轨道，促进教学管理工作的科学化。  

  有关研究人员基于高等教育的一般原理、大学教学理论、高等教育评价理论等理论基础，

主要从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行为科学的定性分析方法，从微观层面

的课堂教学质量、课程教学质量的监控进行了不少的研究，也有就教学质量监控的宏观层面

进行了探讨。也有不少关于教学质量监控系统的研究，主要是从实现手段上论述教学质量监

控与管理信息系统的研究。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就教学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模型的构建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就高校教学质量进行中观研究的却比较少见。一般意义上的监控主体

由大学、社会、政府三方面组成，结合实际情况和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将教学质量的监控

界定在高校内部，将社会和政府的因素作为环境和外生变量处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

文将系统科学的分析技术引入到高校教学质量监控中来，构建了基于系统科学分析方法的高

校内部教学质量监控系统，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从定量分析的角度对教学质量监控进

行评估研究。  

  二、教学质量监控建模  

  1、框架结构  

  基于系统科学从整体把握的基本思想，高校教学质量的监控框架的构建，应从整个教学

管理系统综合考虑设计。作为一个系统化的模型应该是多维度的，包含构成教学过程所的主

体、客体、环境、信息与行为等主要元素，为了研究的方便，从系统的内涵、特征、功能等

整体性特征考虑，采用通过软件工程流程图改造的简化 ISM 模型的建模方法构建教学质量监

控系统框架结构。  

我们可以从质量评价标准、组织形态、调控措施、信息反馈处理、技术手段、状态检测、流

程重组七个部分组成闭环系统。即在既有的组织形态支撑下，采用合适的技术手段对子系统

的监控要素进行检测和分析，在了解教学过程要素状态的前提下，通过对策研究，确定调控

措施，进行信息反馈处理，消除不利因素，使教学质量达到期望的标准，并采取流程重组的

方式，动态地推动教学质量螺旋式地提高。框架如图所示：  

 

  2、监控主体系统  

  从教学质量监控对象和主体角度考虑，在通常的教学质量监控中，主要是指教师教学质

量监控，其中最突出的是课堂教学质量监控，而对于学生的学习质量的监控主要是通过课程

考核、出勤、平时表现来检验，对于整个学习的过程缺乏一个有效的系统监控。而对于教学

管理的质量监控，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在高校的实际运作中是教师教学质量监控和学生学习

质量监控的组织实施主体，作为系统中的监控主题来看待，而不作为一个监控的子系统来处

理。教学条件建设质量监控则作为整个教学监控系统的内部环境和支撑条件来看待，所以通

过整合，作为高校教学质量监控的子系统，我们这里主要包括教师教学质量监控子系统、学

生学习质量监控子系统、教学管理质量子系统、教学基本建设质量监控子系统。  



  三、教学质量监控模糊综合评价  

  对于教学质量监控复杂系统中进行评判，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由上文的框架模型可知，

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教学质量监控是在环境和条件作用下的一个管理过程，而从作用主体的

角度看可以分为四个子系统，而各子系统又有其支撑的因素。传统的教学质量评估主观性很

强，没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而采用刚性的数值量化来代替虽然操作简单，都不能有效地切

合实际的进行定量分析。这里我们采用运筹学中的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对教学质量的监控进行

综合评判，综合评判步骤如下：  

  1、评价因素集划分。  

  设评价总目标为 S， 为 4 个子系统主要因素评价主因素层指标集，即为教学质量监控

力，其中 {课堂教学、试验教学、实习教学、毕业设计}  

 {知识学习、能力培养、素质提高、毕业就业}  

 {督导监控、教务处监控、系部监控、教研室监控}  

 {学科专业、课程教材、师资队伍、规章制度}  

定义评语集 ， 表示由高到低的各级评语，其中 ，l 表示评语集的个数，一般可取 l=4。

则 至 分别表示很好、较好、一般、不好四个等级。 

 2、分别对 四个主因素集作单层综合评判。  

  对教师教学质量监控子系统主因素集  

 {课堂教学、试验教学、实习教学、毕业设计}，采用算子 M(⊙,•)   

确定子因素集 到评语集 上的模糊矩阵：   

采用专家意见加权法统计确定。各子因素相对于 S教的权重，权重集记为：  

 ，其中 。  

其中， 表示子因素层指标的第 j 级评语 的隶属度， 的值根据各专家评分结果进行统计整理，

得到相对于上层指标 ，对于子因素层指标有 个 级评语，其中 ，从而得出：  

 ，其中 。  

则有主因素集 上各因素综合评价结果为：  

     对 评判采用算子 M(⊙,•)，同理可得主因素上各因素的综合评价结果依次为：  

   

   

   

  3、对教学质量监控系统 进行综合评判，采用算子 M(⊙,•)  

确定主因素集 到评语集 上的模糊矩阵：   

采用专家意见加权法统计确定。各主因素相对于总目标 S的权重，权重集记为：  

 ，其中 。  

即可得到目标层指标 S对评语集 的隶属度向量，最后得 S上各因素综合评价结果为： 

值得注意的是，若 则应进行归一化处理，令 ， ，可得 。  

  4 、根据 Y 的数值大小进行排序比较，便可判断出不同评语集的隶属度，再利用模糊

识别的贴近度方法进一步量化，Y 值越大，表示教学质量的监控效果越好。对于子因素层因

素集的细化，可以在现有的评判层次上增加单项评判层解决。稍加修改，该方法也可以用于

多个平行高校之间的教学质量监控的比较，也可以用于单个高校内部二级单位之间教学质量

监控效果的比较。  

教学质量的监控作为一个教学管理的过程，具有系统性的同时具有比较强的周期性与阶段

性，因此在进行监控的过程中必须结合实际考虑这一因素的影响。评价过程中的专家的责任

心至关重要，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评价是否真实客观。大部分高校都有专门的教务管理系统处

理日常教学事务，而很少考虑教学质量监控部分，在现有的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进行集成，并



借鉴广泛运用于企业管理的决策支持系统等技术和理论，大胆探索将现代先进教育技术运用

到教学质量监控过程中。在监控的过程中信息的反馈和问题的及时解决是一个关键问题，确

保系统内部的信息回路的畅通与响应及时是监控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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