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和专业层面的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 

 

1、学校设有质量监控中心（原督学组），中心成员由本校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组

成。以定期（期初教学检查、期中教学检查）和不定期（随机随堂听课）的方式

对教学过程的教学质量进行监控。并于每学期末由学生对各位教师的教学效果进

行评分，确保教学质量 

 

2、学院和专业层面自我诊断和改进机制 

2013 年 10 月，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简称为“学校”）成为国家教育体

制改革试点单位，学校将“引入国际职业教育质量管理标准 ISO29990 构建高职

院校现代教学质量管理体系”作为体制机制改革项目的重要内容和切入点。学校

以电子工程系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为试点开始试行 ISO29990 标准；2016 年 10 月

通过了 ISO29990认证（成为国内第一家通过 ISO29990认证的高校）。 

光电技术应用专业在 2019 年划入光电信息学院后，与应用电子技术、通信

技术、物联网技术等三个专业建立了新的专业群，在专业自我诊断和改进这一环

节，努力借鉴专业的 ISO29990的标准构建自我诊断和改进机制。 

其部分内容与成果如下：  

 

                      图1    本专业教师参与建设的项目或省教学成果二等

奖 

(1)专业层面 

评价主体多元：教师、学生、家长、管理人员以及行业企业的专家等利益相



关方等是评价主体；评价客体多样：不仅评价学习资源，还要评价教学管理、学

生管理和后勤服务等;内部保证与外部评价协调，是指一方面建立了自主保证的

内部评价机制,包督学评价、师生评价、内部评审、管理评审、学期各阶段教学

检查、内部数据平台分析等，另一方面建立了外审、第三方机构评价、利益相关

方反馈的外部评价机制，通过内部评价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外部评价

帮助找到自我评价不能发现的质量缺陷并改进，更大限度激发学校内部的活力。

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并重,既注重利益相关方对人才培养质量的结果性评价，也

注重人才培养从学习服务需求的确定、学习服务的设计、学习服务的实施等过程

性评价。 

 

 (2) 课程层面 

建立了较完善的课程质量保证模型，设计开发出了课程设计、课程准备、课

程实施、课程监测、课程评价等不同教学阶段 20 多个教学质量诊断与评价文件

体系，建立了自我评价、学生评教、同行评价和专家评价相结合的教师质量评价

机制，完善了课程教学质量问题的诊断、预警与改进功能。采用多元评价、全面

反馈的方法对课程教学的全过程进行系统化管理，使整个教学过程处于受控状态，

将以往的粗放式监控改为精细化管理，使教学的每个细节都得到有效控制，从而

保证了教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