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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校内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机构负责对校内教学质量保障工作的运行状况进行督查、监
测、考核与评估，这对高校教学质量提升有着重要作用。 文章运用文本分析法从主管部门、机构名
称、机构职责和机构成员四个维度剖析了其现状。归纳出机构不全、认可度低，定位不明、职责不清，
单兵作战、缺乏协同是这类机构较普遍存在的问题。 最后提出了四方面的对策：教育行政部门需继
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高等院校应给予这些机构以人员、时间和经费保证，机构需要明确自身定位
与职责，机构成员应不断提升自身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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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 and� evaluation� institution� is� responsible� for� supervis-
ing,� monitoring,� assessing� and� evaluating� the� operation� quality�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assuranc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in� universities.� In� this� paper,� liter-
ature� analysis� is� used�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uch� institutions� from� four� dimen-
sions:�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the� name� of� organization,� the� i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It� sums� up� three� problems:� institutional� insufficiency� and� low� de-
gree� of� recognition,� ambiguous� position� and� unclear� responsibility,� man� combat� and� lack� of� co-
ordination.� Finally,�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hat�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depart-
ments�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to� g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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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
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 号）明确提出“要坚持管
办评分离的原则，建立以高校自我评估为基础，以教
学基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测、院校评估、专业认证及评
估、国际评估为主要内容，政府、学校、专门机构和社
会多元评价相结合的教学评估制度”。 同年，中共十八
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
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
部治理结构”。 2013 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开展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教高〔2013〕
10号）提出了高校应以自我评估、自我检验、自我改进
为主，并明确将“质量保障”作为单独“审核项目”，在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这一“审核要素”中专门将“质量
保障体系的组织、制度建设”和“教学质量管理队伍建
设”列为“审核要点”。 2015 年，教育部颁布《关于深入
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
（教政法〔2015〕5 号）从教育行政角度明确了高等学校
系统的“管办评”分离，提出教育行政部门在组织评估
工作过程中，应做到政府管理、高校办学与第三方评
估的相互分离和有机统一。

在高校教学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和有效运行内驱
力和教育行政部门外部压力的引导下，高等院校意识
到成立独立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机构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 因此，越来越多专门承担高校内部教学质量监
测与评估职责的新兴机构逐步独立，成为高校行政管
理体系中的一员，如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质量监测
与评估处和评估办等。 国内以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机
构的相关研究较少，多数集中于国外高校内部教学质
量监测与评估机构发展情况的介绍和比较，还有部分
学者在论述高校内部教学质量保证体系时对其机构
进行了简单介绍，以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机构为专门
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极少。 本文以高校内部独立设置
的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机构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本
分析法从多个维度剖析了其发展现状；通过调查法分
析归纳了其工作开展和机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瓶颈；最后提出了应对策略。 希望对这一新兴部门的
未来发展有所裨益。

一、教学质量监测与
评估机构发展现状分析

为全面了解国内高校内部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
机构发展现状，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统计截
至 2017年 5月 31日）中 1243所普通本科院校为样本
总体，通过浏览各高校官网的机构设置，筛选出独立
设置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相关机构的高校 230 所（截
止时间：2017年 7月 28日）。 同时，以教育部高等教育
评估中心组织的专题培训为契机，通过对该类机构负
责人和工作人员的访谈调查，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和院
校实地考察进行归纳与总结。 研究者以这 230所高校
设置的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相关机构为分析对象，从
主管部门、机构名称、机构职责和机构成员四个维度
剖析了其发展现状。

1. 主管部门
在当前教育体制下， 我国普通本科院校主管部门

一般包括国家部委、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省/自治区
教育厅/直辖市教委三个层次。 通过对样本高校的统计
分析发现， 在这 230所独立设置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
机构的高校中国家部委主管的有 12所， 占 5.22%，占
同类主管部门高校 10.62%； 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主
管部门的有 143 所， 占 62.17%， 占同类主管高校
20.40% ； 省/自治区教育厅/直辖市教委 75 所 ，占
32.61%，占同类主管部门高校 18.07%（详见表 1）。

表 1 机构主管部门情况表

主管部门 数量 比例 占同类高校比例

国家部委 12 5.22% 10.62%

省 /直辖市 /自治区政府 143 62.17% 20.40%

省 /自治区教育厅 /直辖市教委 75 32.61% 18.07%

注：数据来源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统计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中独立设置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相关机构的 230
所高校官网（截止时间：2017 年 7 月 28日）

通过分析其原因，可将这一现象归因为“合法性

staff� time� and� funding� guarantee,� organizations� need� to� be� clear� about� their� own� position�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ir� own� profes-
sional� level� in� order� to� expect� its�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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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使然，所谓合法性机制是指那些诱使或迫使组
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观念力量。［1］在我国高等学校系
统中， 由国家部委主管高校大多为国家重点高校，多
为 985 高校；由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主管高校，包括
部分 211 高校； 由省/自治区教育厅/直辖市教委主管
高校皆为民办高校。 在相同的外部制度环境下，不同
类型高校的机构设置存在着不同的“合法化危机”，产
生了不同类型高校的合法性机制差异，从而导致不同
类型高校产生了不同的组织设置率（设置该类机构学
校的比例）。 由国家部委主管的高校，特别是国内顶尖
知名高校在迎接各类评估过程中，其“合法化危机”并
不强烈，无论是否成立专门机构，它们都能够“稳坐钓
鱼台”； 而由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和省/自治区教育
厅/直辖市教委主管高校， 因其办学水平相对一般，在
迎接各类评估的过程中存在十分强烈的危机感，致使
该类高校纷纷采取主动设置专门教学质量监测与评
估机构来应对。

2. 机构名称
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提出“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一个机构的职能定位，一定程度
上可以在机构名称中得以体现。 通过对 230 所高校
独立设置的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机构名称进行关键
词计量分析发现，全部机构名称中共包含 22 个关键
词，排在前 10 位的关键词分别为质量、教学质量、评
估、中心、办公室、监控、监测、处、管理、评价（表 2）。

表 2 机构名称关键词信息表

序号 关键词 次数 序号 关键词 次数

1 质量 142 12 督导 13

2 教学质量 112 13 监督 9

3 评估 109 14 保障 6

4 中心 104 15 委员会 5

5 办公室 71 16 规划 6

6 监控 62 17 督查 4

7 监测 47 18 评建 4

8 处 44 19 研究 4

9 管理 34 20 教育质量 3

10 评价 23 21 促进 2

11 发展 15 22 绩效 2

注：数据来源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统计截至 2017 年
5 月 31日）中独立设置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相关机构的 230
所高校官网（截止时间：2017年 7月 28日）

通过对机构名称关键词的分析发现，大部分学校
在设置该类机构时将教学质量评估、监控、评价、管理
作为其主要职责，但也有部分高校认为该类机构的主
要职能为督导、监督，个别学校还认为该类机构应该
具有规划、研究和绩效考核职能；作为新兴部门，虽然
有一定的学术性，但为了便于工作推进，该类机构基
本都是以学校内部行政机构的角色设置， 即中心、办
公室、处等。

3. 机构职责
发展定位明确，职责功能清晰，权、责、利统一是

机构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为深入了解我国高校
内部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机构的主要职责，研究者对
样本高校官方网站中的部门简介和岗位职责进行了
文本分析后，获取职责关键词，并将各类职责关键词
进行排序， 最终梳理归纳出该类机构的 10 项职责关
键词（表 3）。

表 3 机构职责分布信息表

5 督查 89 10 指导 12

序号 职责 次数 序号 职责 次数

1 监测 173 6 咨询 34

2 监控 131 7 研究 25

3 管理 102 8 规划 19

4 评估 97 9 考核 19

注：数据来源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统计截至 2017 年
5 月 31日）中独立设置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相关机构的 230
所高校官网（截止时间：2017 年 7月 28日）

通过对机构职责的文本分析发现，我国高校内部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机构的 5 大主要职责分别为监
测、监控、管理、评估、督查。 这一结果与机构名称关键
词的统计分析结果基本相同，且该类机构的职责体现
出行政机构与学术机构的双重属性。

4. 机构成员
人、财、物是机构得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而其

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人。 通过对含有工作人员信息
的样本机构官网的分析发现，在人员数量方面，该类
机构工作人员数量并不多，以 2-5 人左右的机构占多
数，共 17 个，占样本机构的 65.38%；6 人以上的机构
共有 9 个，占样本机构的 34.62%（详见表 4、表 5）。 在
机构职责方面，6 人以上的该类组织除负责教学质量
监测、监控、管理、评估等本职工作之外，还负责如教
师发展、高教研究等多项其他工作，如淮阴工学院教
学评估中心和安徽工业大学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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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虽然编制人数都为 7 人，但他们还需要承担教师
专业发展等多项职责。 在人员结构方面，表现为行政
人员多、专业人员少，兼职人员多、专职人员少等特
点， 如南通大学教学质量管理处共有工作人员 6 人，
其中正副处长各 1 人，科长两人以及科员 2 人；东北
农业大学教学质量评估中心，有在编人员 3 名；兼职
研究人员 4名。

表 4 机构人员分布表

人员数量 机构数 人员数量 机构数

2人及以上 26 6人及以上 9

5人及以上 13 9人及以上 1

3人及以上 25 7人及以上 6

4人及以上 17 8人及以上 2

注：数据来源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统计截至 2017 年
5月 31 日）中独立设置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相关机构的 230
所高校官网（截止时间：2017 年 7 月 28 日）

表 5 机构人员情况表

序号 学校名称 人数 序号 学校名称 人数

1 北华大学 9 14 上海商学院 4

2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8 15 盐城工学院 4

3 东北农业大学 7 16 合肥工业大学 4

4 上海电机学院 7 17 蚌埠学院 4

5 淮阴工学院 7 18 北京林业大学 3

13
上海立信会计
金融学院

5 26
河北农业大学
现代科技学院

2

6 安徽工业大学 7 19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3

7
沈阳工业大学
工程学院

6 20 邯郸学院 3

8 南通大学 6 21 渤海大学 3

9 南京工程学院 6 22 白城师范学院 3

10 扬州大学 5 23 哈尔滨学院 3

11 丽水学院 5 24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3

12 安徽大学 5 25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3

注：数据来源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统计截至 2017 年
5月 31 日）中独立设置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相关机构的 230
所高校官网（截止时间：2017 年 7 月 28 日）

通过对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相关机构的主管部
门、机构名称、机构职责和机构成员四个维度的量化
分析，促使研究者对国内该类机构的发展现状有了更
为直观和理性的认识。

二、教学质量监测与
评估机构发展问题瓶颈

通过对现状的了解，可以让我们更为清醒地直面
问题。 作为新兴部门，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机构发展
面临着诸多问题和瓶颈。 以教育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
组织的专题培训为契机，通过对该类机构负责人和工
作人员的访谈调查，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和院校实地考
察进行归纳与总结后发现，当前国内教学质量监测与
评估机构发展存在以下三类问题瓶颈。

1. 机构不全，认可度低
通过对教育部最新公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中

1243所普通本科院校官网的浏览，最终筛选出独立设
置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相关机构的高校 230所。 独立
设置该类机构的高校占据全国普通本科院校样本总
体的 18.5%， 另外的 81.5%的本科院校多采用合署办
公设置模式和附设式设置模式，有的院校甚至并未设
置该类部门。 采用合署办公设置模式和附设式设置模
式的机构由于缺乏独立性，在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机
构依附、职能依附现象，导致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工
作不能正常、有效、客观、公正的开展。 采用独立设置
模式的机构，虽然机构独立了，但是仍然缺少专职人
员，且专职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也不容乐观。

无论采用哪一种机构设置模式，作为新兴部门的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机构在高校行政体系内的实践
合法性都还有待进一步得到论证。 此外，该类机构的
设置势必会导致高校原有相关行政机构一定程度上
的分权。 这一系列的因素都致使作为新兴部门的教学
质量监测与评估机构认可度不高。

2. 定位不明，职责不清
虽然已有部分高校将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机构

进行了独立设置，但在高校层面该类机构在学校原有
各级各类机构中扮演何种角色，处于怎样的位置都尚
未达成共识。 组织目标作为组织期望自身将来发展所
要达到的一种应然状态，对组织活动具有重要影响。［2］

作为该类机构自身，其定位和性质的不明确，导致其
组织自身发展目标和岗位职责难以达到有效清晰，具
体表现为组织目标的完全缺失，过于空泛与笼统。［3］

由于组织定位和发展目标的不清晰，教学质量监测与
评估机构便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学校教学质量
保证是一个系统，系统内的各个组织应有明确的职责
和任务，而在具体工作开展过程中，往往是一说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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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教师推给专业，专业推给学院，学院推给学
校职能部门，学校职能部门则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推
给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机构。

3. 单兵作战，缺乏协同
高校教学全面质量管理（Teaching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简称 TTQM）是指高校以保证和提高教学
质量为中心，以学校全员参与为基础，各有关部门同
心协力，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技术、专业知识和科学方
法，对影响教学质量的全过程和各种因素进行全面控
制和系统管理，以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让广大师生员
工和外部顾客持续受益和满意，进而实现人才培养目
标的这样一种有效管理体系或方法。［4］学校全员参与
和各有关部门同心协力，是高校教学质量保证体系有
效运行的前提条件。 当前，高校内部教学质量监测、监
控、管理以及评估等工作都集中于教学质量监测与评
估机构，而相关部门协同参与学校教学质量保证工作
的意识不强。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机构单兵作战能力
很强，但与其他职能部门协同作战能力不足，各方都
“各司其职”“各自为政”，缺乏全校全员参与和各有关
部门协同机制。

三、教学质量监测与
评估机构发展应对策略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机构作为一个新兴部门，负
责高校内部教学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及有效运行，对高
校内部教学质量的“管”“办”“评”分离的落实有重要
意义。 教育行政部门、高等院校、机构自身和机构成员
作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都可以促进教学质量监测与
评估机构的未来发展。

1. 教育行政部门继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
纵使国家和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十分关注高

校人才培养质量，并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法规，但相
关配套制度还不够健全。 如有研究者认为虽然教育部
在其颁布出台的文件中曾多次强调构建高校内部教
学质量保证体系的重要意义，其中包括《教育部关于
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
意见》（教高〔2007〕2号）、《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教高〔2011〕9 号）、《关于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
号）和《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
估的通知》（教高〔2013〕10号）等，但其实际效果一般。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这一系列的政策多为宏观意

义上的抽象指导，并未对高校具体操作层面给予明确
指示；另一方面，这一系列的政策集合的共同点在于
其规定要求与具体绩效考核间脱耦，政策间不能相互
配套检验。［3］

教育行政部门继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至少需要
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对当前高校内部教学质量保证
体系的发展和运行情况进行实证调查，在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从而促使高
校明确其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构思路以及相关机构
的定位与职责；第二，国家层面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后，各地、各相关行业部
门要根据“国标”研究制定人才评价标准。

2. 高等院校给予人员、时间和经费保证
高校内部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和有效运行，

务必要设置充足的人员编制、 时间和足够的经费支
撑，否则这个体系仅仅只是一个“空架子”。［5］一般而
言， 高校内部教学质量保证体系至少可包括学校、学
院、系（专业）、师生四个层面，每个层面都需要专门人
员给予工作支持。 教学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并非一朝一
夕能够建立完善， 其大致发展过程可分为经验管理、
制度管理和文化管理三个阶段，因此，高等院校应给
予足够的时间和长期的支持。 高校内部教学质量监测
与评估机构在制订规划、计划和规章制度时,将大部分
的精力放在了工作内容本身,而并未涉及编制和经费，
但等到要真正落实的时候会发现人员和经费问题往
往会阻碍工作的顺利实施。 这些高校都应该给予充分
的重视和保障。

3. 机构需要明确自身定位与职责
机构的定位明确和职、责、权清晰是其良性发展

的重要基础。 依据教育部提出的“管办评分离”理念和
岗位设置的“不可替代”准则，高等院校应进一步优化
和完善内部教学质量保证体系，建立教务处“管”，院
系“办”，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机构“评”的高校教学质
量保证组织功能定位新格局。 教务处负责包括培养计
划、教学基本建设、教学运行以及教学研究和发展研
究等各项教学相关管理制度和标准的决策计划、组织
指挥、检查指导、协调控制等；院系负责执行教务处建
立的有关培养计划、教学基本建设、教学运行以及教
学研究和发展研究等方面的相关管理制度，并在教学
质量监测与评估机构的指导、协助下建立本部门的教
学质量保证体系；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机构负责对学
校各级职能部门和院系执行教学质量保证制度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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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情况以及学校教学质量保证体系运行状况进行
督查、监测、考核与评估。 如上海电机学院逐步建立了
教务处、各二级学院、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三位一
体”的教学管理、人才培养、质量监测管理模式。［6］

4. 组织成员应不断提升自身业务水平
高校内部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组织作为一个有

着学术性和行政性双重属性的机构，对其工作人员个
人和团队的业务水平都有一定的特殊要求。 有研究者
通过对英国、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十年
评估发展案例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了高校内部自我
评估制度的实施和相关专业质量保障人员的聘用是
外部评估成功的基础。［7］因此，作为高校内部教学质
量监测与评估机构的团队成员应不断提升自身业务
水平，注重业务学习与培训，强化理实一体意识。 积极
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开展教育统计学、教育评价学等相
关理论学科的专门培训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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