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英美高校教学跟踪改善系统评介 *

田 芸 1，王 伟 2

（1.湖南省商业技师学院机电系，湖南株洲 412001；

2.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建工系，湖南株洲 412000）
1

摘要： 建立科学完善的教学跟踪改善系统是高校内涵式发展、 不断提升自身教育质量的必然
选择。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在此领域的研究时间短，缺少经验。 通过对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英国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三所高校的教学跟踪改善系统的评介，分析他们在跟踪
问卷、反馈体系、改进效果等方面各自的优势，并总结每个案例的借鉴意义。最后，通过对比和反思，
得出我国高校应坚持系统设计、横向兼容、纵向创新、因地制宜的四个原则，创建长效且高效的教学
跟踪改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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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and� perfect� teaching� tracking� and� improvement� system�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a� university� to� develop� intensively�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edu-
cational� quality.� Compared� with� western� countries,�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n� China� has� a�
short� time� and� lacks� experience.� Firstly,� this� paper� has� an� introduction� and� an� evaluation� of� U-
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in� Australia,� Huddersfield� University� in� the� UK,� and� the� 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in� track-
ing� questionnaires,� feedback� system� and� reform� effect,� and� summarizes� the� differe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of� each� case.� Finally,� it� is� concluded� that� Chinese� universities� should� adhere� to� the�
four� principles� of� system� design,� lateral� compatibility,� vertical� innovation� and� local� conditions,� to�
create� a� long-term� and� efficient� teaching� tracking� and� improv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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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发布以来，我国高校开展人才培养的
主阵地是教学，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也在教学。
因此，建立科学完善的教学跟踪改善系统，是高校内
涵式发展，不断提高自身教育质量的必然选择。

国外高校教学跟踪调查始于上个世纪初。 1915
年， 普渡大学第一次使用问卷对教学情况进行跟踪；
1924年后，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名校相继开始了
教学跟踪调查；20世纪80年代英国质量研究中心最早
使用课程体验问卷进行了学生满意度调查；1992年开
始， 澳大利亚每年举行一次毕业生课程体验调查；
1997年美国学生满意度的调查就已经覆盖全国。 当
下，澳大利亚的西悉尼大学、英国的哈德斯菲尔德大
学和美国的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在教学跟踪改善方面
各有独特的优势。 因此，将这三所高校作为典型案例
进行评介，以期对改善我国高校现行的教学跟踪改善
机制或系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教学跟踪
改善系统评介

西悉尼大学非常重视教学质量的监管，设有质量
绩效管理办公室负责大学的战略规划和评估活动，并
对教育绩效进行跟踪和改进，其中包括教学质量的跟
踪和改善。 为此，质量绩效管理办公室在综合国家问
卷和校本问卷的基础上，针对学生、教职工、雇主和社
区，设计了一系列的调查问卷，并与分析、反馈、展望
等内容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教学跟踪改善系统。

1. 跟踪方式
西悉尼大学拥有庞大的问卷系统（2013版14份），

其包括四个角度。 学生与学业角度有学生满意度调
查、原住民学生满意度调查、境外学生满意度调查、澳
大利亚毕业生调查、学生单元反馈调查、学生教学反
馈调查、学生退出调查、新生调查；研究生体验角度有
研究生研究体验问卷、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教职工服
务角度有职员服务调查； 社区调查角度有雇主调查、
社区服务的参与调查、社区参与分析。 2015年，删除了
国内学生调查、海外留学生调查等5份问卷，增加了混
合学习调查和学生体验调查。 该系统中的关键量表是
学生满意度调查、学生单元反馈调查、学生教学反馈
调查、学生体验问卷。

2. 调查结果运用
西悉尼大学运用调查结果， 促进学校全方位改

善。 首先，调查结果用于学校了解自身现状，肯定成
绩、面对不足。 如西悉尼大学在技能发展和学习资源
方面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为西悉尼大学的发展增强了
自信；而每年发布的学校交通灯报告和学生单元反馈
调查报告等，则将各项平均得分标记颜色，凸显各学
期的绩效表现。 其次，调查结果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如每个学期的职员服务调查报告都会单独发送至每
位教师，在保障教师隐私性的同时帮助教师在对照绩
效后反思改进。 第三，调查结果用于分析发展趋势，制
定行动指南。 如根据多年累积的调查数据，可用于分
析预测学校发展的趋势，而对比“最佳的方面”和“需
要改进的方面”，可制定学校的改善行动指南。［1］

3. 教学跟踪改善效果的考核
西悉尼大学的绩效改善系统称为PIRL准则，即由

规划（P），实施(I)，审查(R)和改进(L)四个部分组成。 规
划是指在内部和外部审查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战
略方向，或做一个关键的改进。 实施是指根据既定的
绩效考核标准实施计划并监测产生的结果。 审查是指
根据数据报告进行绩效评估，然后重新做出规划。 改
进是指在审查的基础上， 维持各个领域好的做法，并
对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改善意见。 整个系统是一个持
续进行的、不断循环的过程。 西悉尼大学据此制定了
《战略计划2015年-2020年》《学习和教学计划2012年-
2014年》《研究计划2015年-2017年》等。［2］

4. 案例评价
西悉尼大学教学跟踪改善系统的优势如下：首

先，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 西悉尼大学将质量保证嵌
入到大学的战略规划、认证、报告和审查过程中，并致
力于确保学习和研究的核心地位。 西悉尼大学在制
定"2015-2020年" 的战略目标中， 就明确指出要创建
“一个独特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要创造“独特的
具有创新性、灵活性和响应性的学习体验”。 并将学生
流失率和学生满意度等六个方面作为衡量目标实现
的关键绩效指标。 这些量表都是围绕学生设计的。 而
问卷中指标的内容80%都是与学习体验和学习过程相
关的。其次，系统设计注重系统性和科学性。西悉尼大
学教学跟踪和改善系统把规划、实施、审查和改进作
为PIRL准则，实现了循环中的改进。 同时，在量表系统
的设计上，根据调查时间、调查阶段、调查对象、调查
范围设计有不同的量表，层次清晰，结构明确，整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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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有条不紊，无缝衔接（见表1）。 最后，强调改善的重
要性。跟踪不是目的，改善才是关键。西悉尼大学非常
注重教学质量的改善，把改进作为PIRL准则中重要的
一环。 要求在各种调查评估的基础上提出改善意见和
措施，并制定到发展规划中，以便于参照实施。 多年的
调查结果显示，西悉尼大学的各项教学指标确实在不
断提高，证实了改善的效果。

表1 量表系统的设计

量表名称 调查时间 调查对象 调查范围

学生满意度调查 每年 10月 在校生 全年级

学生体验调查 毕业时 毕业生 毕业生

澳大利亚毕业生调查 毕业时 毕业生 全国

学生单元反馈调查 每学期 在校生 全年级

学生教学反馈调查 每学期 在校生 全年级

新生调查 第一年 新生 一年级

三、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的教学跟踪
改善案例评介

2011年，英国政府发布了高等教育白皮书，要求
高校为学生提供充分的资源和更好的学习体验。 其
中，课程评价、学校的专业资格等都与高校教学质量
和教学人员专业素质紧密相关。 白皮书的出版加剧了
高校之间的竞争。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是其中的佼佼
者，因为它有自己的跟踪改善系统。

1.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的教学跟踪方式
该校门户网站会公布详细的年报和各种评价信

息，如学生满意度调查、雇主满意度调查、校内职员
对学校满意度调查、全英高校科研卓越评估、就业率
等。 其中，最主要的跟踪问卷4种。 ①全国学生调查。
自2005年以来，英国每年都要对所有的政府资助高校
开展全国学生调查。 该调查由英国高等教育基金会
委托，由民意调查公司Ipsos Mori负责实施；②资源中
心调查。 每年，哈德斯菲尔德大学的资源中心都会进
行一项调查， 以确保资源服务能够满足服务对象的
需求，尤其是学生的需要；③新生调查。 由学生支持
指导小组负责， 用于衡量全日制本科生第一年的流
失率和满意度水平。 具体内容有：测量学生对师生互
动和学习体验等各方面的期望值、流失原因、学生在
社交和学术方面的成效等。［3 ］调查系统的开放时间
为一年，学校通过邮件邀请新生完成调查，并在新的
一年发布调查报告， 从课程或学校的层面分析调查

结果；④研究生学习体验调查。 这是英国针对研究生
学习体验的唯一全国性调查。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积
极鼓励研究生们，通过邮件链接参与调查。 这有利于
哈德斯菲尔德改进学生的研究体验， 并与英国其他
大学进行比较。

2. 学院做出的改进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不仅使用校本问卷的调查结

果，还从全国学生调查、国际学生晴雨表和客户评价
卡片获取反馈意见，改善对学生服务，包括：针对具
体专业，给出详细的培养计划。 如：为学生提供专业
层面的入学引导、为学生配备个人导师、年级导师和
课程导师，指导学生解决课堂内外的问题；学习支持
服务。 包括图书馆与电脑设备、入学指导及后续的学
业支持；海外学生支持服务，包括语言培训和英国文
化；基于中央计算机的学生考勤监控系统，联系出勤
率低的学生，并提供必要的建议；以线上或打印的形
式为学生提供各类支持文档，包括学生手册、课程手
册和培养计划等， 所有的课程和年级组均在学校的
虚拟学习环境Uni Learn上可以找到；［4 ］ 就业咨询服
务。

连续几年的全国学生调查结果表明，哈德斯菲尔
德大学的学生满意度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持续
增长， 尤其是在为学生提供评估和反馈方面是最好
的。 2014年，哈德斯菲尔德大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
技术学等六个学科的学生满意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2015年，哈德斯菲尔德大学在主流英语大学中排前十
名，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四个百分点。 此外，学生在课
程教学方面的满意率达到了87%。

3. 案例评价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教学跟踪案例的最大特色在

于充分利用全国性调查工具。 全国学生调查是全国性
调查，量表设计更科学，参与人数更多，调查结果更具
代表性和参考性。 参与全国学生调查还给哈德斯菲尔
德大学带来了荣誉和动力，推动了学生学习体验的改
善，提高了学生满意度。

同时，哈德斯菲尔德大学与时俱进，关注学生对
学习资源的需求变化。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迅速发展，
传统学习方式很难适应信息大爆炸的时代。 哈德斯菲
尔德大学资源中心敏锐地发现了这种变化，并及时做
出了响应———通过调查学生对学习资源的需求情况，
改善学习环境，增加现代化学习设备、更新教育资源，
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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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的教学跟踪
改善案例评介

克利夫兰州立大学是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一所
公立综合性大学，其教育、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专业
最受欢迎。 该校设院校研究与分析办公室，从1989年
开始每年发布一期《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发展趋势》。 该
办公室与学生学习评估办公室一同评估学生的学习
成果，并在其网页上设立“课程评价”栏目，提供学生
评价和教师评价的有效链接。

1. 跟踪方式
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的教学跟踪方式以学生课程

评价为主。 学生课程评价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学
习前的预测分析，制定学习成效的评价基准，包含需
求、知识、技能、能力四个方面；另一部分是学习后的
效果评估，包括课程、需求满足情况、知识、技能、能力
五个方面。 学生课程评价虽由院校研究与分析办公室
监管，但具体实施由合作伙伴eXplorance BlueTM负责。
eXplorance BlueTM是一个基于网页的调查工具， 为学
习体验管理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 该工具可在全球范
围内，支持各种设备，兼容各种系统，且能够无缝整合
学院的学籍系统， 便于调查的开展。 2015年的11月，
eXplorance BlueTM使用学校提供的学籍信息， 发送电
子邮件通知每个学生参与调查。 学生激活邮件中的链
接，即可直接进入个人的教学评价。 评价过程只需5到
10分钟，问卷完全匿名。［5］

2. 改善机制
院校研究与分析办公室在合作伙伴的协同下，对

教学过程和学习经验的各个方面， 进行课程评估、调
查、测试、在线投票、360度考评、绩效评估等活动，搭
建了“划定基准—评价—分析—改进—监控”的教学
跟踪改善系统。 该系统的运行机制是：在给定基准的
前提下，首先对教学过程和学习体验进行评价，然后
将结果进行定量分析， 接着提出改进意见和策略，并
对照基准进行监控和新一轮的评价。 院校研究与分析
办公室结合调查结果和前瞻性预测进行分析，然后提
供一个关于教师和学生的全面调查报告，送呈给主管
学术事务的领导———教务长或副校长及学生、 教职
工、研究者、支持单位等。

3. 案例评价
充分利用校外合作伙伴的优势是美国克利夫兰

州立大学教学跟踪改善系统的一大亮点。 社会上的专
业调查公司有自身的优势，如科学的调查工具、充足
的人力资源、现代化的调查设施、专业的分析技巧等。
而院校内部机构本身也有沉重的工作任务，无法全面
顾及。 因此，两者的合作有效地避免了调查系统设计、
问卷开发、问卷调查、结果分析等过程产生的资源浪
费，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值得我们借鉴。

五、我国高校教学跟踪改善系统建设的建议

通过对澳大利亚、英国、美国三所高校案例的介
绍和评价，总结出系统设计、横向兼容、纵向创新、因
地制宜等四个特点，可作为我国高校教学跟踪改善系
统创建的参考原则。

1. 教学跟踪改善系统的整体性
我国高校教学跟踪改善系统普遍存在“只跟踪不

反馈”或“跟踪多反馈少”问题，不仅没有达到教学跟
踪的改善目的，还造成了系统运作的高耗低效。 从以
上国外案例我们可以看出， 卓有成效的教学跟踪系
统，往往设计科学、自成体系，表现为各部分环环相
扣，结构层次清晰，权责划分明确。 因此，建议我国高
校将教学跟踪与教学改善有机整合，建成科学高效的
循环体系，定期实施，促进教学质量在滚动中前进。

2. 教学跟踪内容与手段的兼容并蓄
从国外案例来看，优秀的教学跟踪改善系统具有

兼容并蓄的特点。 该特点主要体现在跟踪内容广泛、
跟踪手段丰富两个方面。 西悉尼大学的教学跟踪内容
十分广泛，问卷多达14份之多，涉及内容包括教学、课
程、成效等方面，并从学生入学年限、参评角色、社会
服务等角度评价。 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充分利用校外合
作伙伴———专业调查公司在调查工具、 人力资源、调
查设施、分析技巧等方面的优势，做到了调查手段的
最优化。 教学跟踪改善系统的兼容性促使高校教学评
价更公正公开， 同时评价结果更具对比性和可靠性，
更高效地推动教学活动的改善。

3. 应对现代化学习方式带来的新变革
从国际经验可以看出，优秀的教学跟踪改善系统

同时具备另外一个共同点———周期性更新。 澳大利亚
西悉尼大学的教学跟踪问卷系统每年都会修订一次，
如2013年有14份问卷，而2015年即删掉了5份问卷，增
添了2份。 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的资源中心也每年
进行一次学习资源和学习方式的调查，以应对现代化
学习方式给学生带来的新需求。 因此，现代化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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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生被导师性骚扰的治理与制度尺度
尽管任何一所大学的导师不一定都是道德高尚

的人，但道德败坏与违法乱纪者毕竟是少之又少的个
例。 所以社会舆论大可不必因一些大学出了几个品行
不端的导师而给整个导师群体扣上图谋不轨的“帽
子”。 大学也不必因此自怨自艾与自惭形秽，而是要在
正确认识师生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师生关系
的制度尺度。 因为不是每个导师或者导师在任何情境
里都能坚守道德底线的，所以还需要以明确的制度尺
度提醒导师进而净化师生关系。 比如，大学可以把教
育部对导师的相关制度进一步精细化和可操作化，制
定规范的导师与研究生关系手册，对导师和研究生在
学期间的行为规范、监督措施和处分标准给出明确的
制度尺度。 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大学教师手册的经
验，如该手册就规定，不准教师和学生有任何的浪漫
或两性关系，严禁教师去“招惹”学生。 一旦违反规定，
学校的处理办法是不管是不是学生要利用老师，也不
管其他什么原因，只要存在师生恋或两性关系，只要
这样的关系已经被公开，学校惩罚的就是老师，并执
行“一旦查实，教师应辞职”的严厉措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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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改善系统要想保证长效运行，还必须在调查内容
和跟踪方式等方面定期更新。

4. 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高校教学跟踪改善体系统
抱残守缺故不可取，然盲目的“拿来主义”，生搬

硬套也不是好的方式。 专业不同，办学层次不同，服务
对象不同， 每所高校的教学跟踪改善系统理应不同。
高校构建具备自身特色的教学跟踪改善系统，需要在
借鉴国内外优秀经验的基础上， 分析自身的需求、目
标、条件，因地制宜，设计出适合自身的教学跟踪改善
系统，才能长效且高效的持续改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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