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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在OBE理念指导下阐释高等体育院校教育质量监测的内涵,
并对体育院校教学质量监测现状进行分析。指出,目前我国体育院校教学质量监测已建立校院两级或

校、院 (系)、教研室三级的内部质量监测体系,逐步重视外部质量监测;但存在教学质量监测水平

参差不齐,教学质量监测体系有待完善,内外部监测发展不平衡,数字化监测水平不高,不能很好凸

显体育学科特点等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构建多元全程全方位质量监测的理论模型,并在此模型指导

下完善 “两查七评三维反馈”的教学质量监测体系,并解析内外部教学质量监测协调并重以及完善教

学质量管理和运行的路径,旨在促进体育院校教学质量监测发展和教育教学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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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了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改革发展任务[1]。教学质

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是教学之基、改革之要。而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需要高质量的监测体系保驾

护航。新时代教育评价观从过去注重知识掌握评

价转向能力素养评价[2]。当前,我国高等体育院

校普遍存在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尚不适应经济结

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要求的问题,一方面 “体育教

育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同质化倾向严重”;另

一方面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体育教学质量监

测体系具有监督调控功能,但缺乏改进功能,急

需通过更新评价理念和改革评价手段来推进人才

培养改革。美国学者Spandy提出了 OBE理念,

其核心是关注学生 “学到了什么”“能做什么”,
以结果输出为目标,根据毕业要求的能力和素质

反向设计课程体系和教学环节,形成了基于产出

的教育 模 式[3],保 障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达 成,而

OBE理念也为体育院校教学质量监测体系发展

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1 教学质量监测的内涵

教学质量监测是在教学质量评价的基础上,
根据预设目标,通过一定的组织机构,按照一定

的程序,采取一定的方法手段,对影响教学质量

的各个要素和环节进行规划、监督、测评、反馈

和持续改进的过程。由监测机构、监测内容、监

测依据、评价方法、监测标准、监测周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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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改进措施等部分构成,教学质量监测的目

的不仅仅是证明目标是否达成,更重要的是检查

人才培养质量,发现问题并持续改进[4]。教学质

量监测可分为内部监测和外部监测。内部监测的

关键在于科学设计人才培养各环节的目标 (培养

目标、课程目标、毕业要求),并基于证据的思

维评价各环节产出目标的达成度和匹配度。外部

监测的重点是对培养目标的合理性及毕业要求进

行评定,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的同时,重视

由主管部门、学校、用人单位、新闻媒体、学生

观察员等各方组成的社会评价反馈机制建设,对

培养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定期分析,根据体育各

专业的服务面向和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对相关行

业、企业进行调研,重视用人单位的意见。内外

部监测相互协调,对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进行全

方位观测和控制,通过评估分析研判,采取有效

措施,促使教学质量不断提升,构建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课程结果”的教学质量监测循环闭

合系统 (图1),从而达到持续提升教学质量的

目的。

图1 教学质量监测循环闭合系统

2 基于OBE理念的教学质量监测

成果导向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是追求学生整

体进步而非个别优秀,教学活动从知识传授转向

能力培养,更重视过程的可达成,其教学链条由

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课程目标、课程教学、毕

图2 基于OBE理念的教学质量监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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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要求等环节构成。因此,要构建校内校外相互

协调、兼顾教学过程与成果产出的全链条质量监

测体系。从学校的角度,教学质量监测主要考察

课程体系及课程目标支撑毕业要求的情况;从学

生的角度,监测则重点关注学生通过教育过程所

取得的学习成果与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匹配

度,二者是一致的。“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

续改进”是OBE理念的核心,在实际实施中要

注重把握培养方向,构建课程体系,设计教学过

程,确定教学成效,自我参照评价,逐级持续改

进,逐渐使学习者取得顶峰成果。基于OBE理

念的教学质量监测的实施过程中,教师作为引导

者要设计个性化课程,关注学生的学习表现和成

果实现,明确监测的目的不仅仅是证明完成,更

重要的是检查成果质量。因此,基于OBE理念

的教学质量监测,是以 “学生”为中心、以 “成
果”为导向、以 “效果”为研判标准、以 “可持

续”为显著特征的全过程质量监测。通过对教育

教学全过程的常态化监测与利益相关方的周期性

反馈,动态改进教育教学工作,其遵循PDCA
循环理论,实现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和螺旋上升

(图2)[5]。

3 我国体育院校教学质量监测存在的问题

表1 部分体育院校教学质量监测实施情况

体育院校 质量监控文件 质量机构 质量监控做法

北京

体育

大学

《北京体育大学本科课堂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办法》

《北京体育大学教师课堂教学行为十规》

《北京体育大学本科教学督导团章程》

《关于规范线上教学行为的通知》

《北京体育大学关于进一 步 加 强 学 风 教 风 建 设 的 实

施方案》

教学质量

管理科

每年发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建立多维度教

学质量评价与保障体系,完善校院两级教学

督导制度。严格教育教学过程管理,多部门

协同整顿课堂教学秩序。强化课外引导,加

强教师教育教学培训,鼓励 教 师 参 加 教 学

竞赛。

上海

体育

学院

《上海体育学院本科课堂教学工作质量标准纲要》

《上海体育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工作质量标准纲要》

《上海体育学院本科教学督导工作暂行办法》

《上海体育学院领导干部听 (看)课制度》

《上海体育学院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教学质量

监控与

评估中心

每年发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制定主要教学

环节质量标准,研制核心知识和专业技能学

习标准。构建校院两级质量保障体系。加强

队伍建设,完善多元评教机制,提高教学质

量管理效率。强化主要教学环节常规检查。

聘请第三方对毕业生就业质量进行跟踪调查。

首都

体育

学院

《首都体育学院本科课堂教学管理办法》

《首都体育学院教学检查制度》

《首都体育学院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

《首都体育学院本科教学督导组工作条例》

《首都体育学院本科教学检查制度》

教学

质量管理

办公室

每年发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开展系列质量

管理和监控工作,包括日常教学巡查和教学

督导,定期开展教学检查,定期召开教学业

务工作会,学生网上评教、构建本科教学基

本状态数据库、领导干部听看课等。

武汉

体育

学院

《武汉体育学院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武汉体育学院教学工作基本规范》

《武汉体育学院教学工作例会制度》

《武汉体育学院课堂教学基本规范 (试行)》

教学质量

监控与

评估中心

每年发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每学期召开本

科教学工作例会和本科教学专题会议各2次。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听看课制度和学校督导巡

察制度。

沈阳

体育

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本科专业建设管理办法》

《沈阳体育学院本科专业培养方案管理办法》

《沈阳体育学院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办法 (试行)》

教学质量

监控中心

每年发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坚持并完善学

校、二级学院 (部)和教研室三级教学例会

制度,制定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教学质量目

标、教学资源保障、教学与管理过程、教学

质量监控反馈与改进4个子系统的质量控制

点、质量标准内容。

河北

体育

学院

《河北体育学院教师任课资格审查制度》

《河北体育学院课堂教学常规》

《河北体育学院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

《河北体育学院教学检查暂行管理办法》

《河北体育学院本科教学质量标准纲要》

教学

质量科

每年发布教学质量报告。聘请第三方对毕业

生培养目标达成与职业发展情况进行跟踪调

查并反馈到教学环节进行持续改进。构建校

院两级教学督导制度,定期督导、专项督导

相结合。制定本科教学质量标准,据此加强

各环节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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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查阅14所体育本科院校和10所体育职

业院校教学管理文件发现,目前,我国绝大多数

体育院校都比较重视教学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

测大多实行两级 (校、院/系)或三级 (校、院/
系、教研室)管理,建立了质量监测机构,出台

了教学质量监测文件 (表1),定期发布年度本

科教学质量报告,积累了一定的监测经验。但整

体来看,83.3%的院校尚未根据不同专业特点有

针对性地设计质量监测指标,未能充分体现不同

专业人才培养的差异性、不同课程对人才培养的

适配度;监测指标体系较为僵化,未能根据人才

培养方案及时调整;只有少数院校 (35.7%)构

建了基于产出导向的涵盖培养目标、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课程实施各环节的质量监测、评价、
反馈和持续改进的闭环监测体系,重 “监”轻

“控”现象较为普遍。另外,各校教学质量监测

水平不一,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等院校

已经探索出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监测方式和工作

体系,而绝大多数院校通过内外部质量监测相互

结合发现问题、弥补短板,以及在有效指导改进

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切实发挥质量监测作用等

方面还有待加强。

3.1 教学质量监测体系不健全

调查发现,目前体育院校聘请校外同行或第

三方开展教学质量监测的不多,体育院校多元主

体共同参与教学质量监测标准建设的体制机制尚

未形成,覆盖院系、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

大关键主体和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实验实训、
毕业论文 (设计)、考核考试五大关键环节的指

标标准还不完善。以 “定期评估、专业预警与动

态调整、招生分流”为主要内容的体育专业建设

评估体系尚需完善[6],以成果为导向的体育课堂

评价体系、教师教书育人评价体系和学生学习发

展评价体系还需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

要求并结合过程性监测结果进行动态优化。校院

两级协同行动,学校领导、相关部门、教师、学

生四方主体共同参与的覆盖全面、运行有效的教

学质量组织架构和制度体系等需要加强组织保

障。体育院校目前的质量监测体系普遍呈现出

“自上而下”的特征,行政色彩较浓,二级学院

(系部)主动自查和自我改进的意识与能力较弱,
校院两级的质量监测相互协作、有机互补的统

一、全方位一体化的质量闭环有待完善[7]。管理

队伍方面,90%以上的专职督导人员由退休返聘

教师担任,他们虽然教学经验丰富,但知识更新

较慢。整体来看,质量管理队伍不仅数量短缺,
且在专业化和信息化素养方面也存在不足,尤其

是二级学院的教学质量队伍建设更为薄弱。此

外,体育院校依据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要求

构建的教学质量监测数据平台,未完全实现常态

监测,导致教学质量监测信息采集不及时、不全

面、不准确,对各环节出现的或将出现的异常预

警功能还不健全,监测数据与日常教学管理未有

效衔接,对教学质量提升难以起到实质性指导

作用[7]。

3.2 内外部监测发展不平衡,数字化水平不高

当前,14所体育本科院校都实施了内部教

学质量监测,而仅有28.6%的院校开展了外部

教学质量监测。人才培养各利益相关方参与教学

质量监测的深度与广度还不够,“学生评价、教

师评学、社会评校”多维协同的联合培养机制有

待完善[8]。党的二十大提出了推进教育数字化的

要求,但当前体育院校教学质量监测数字化建设

水平较低,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建立、监测工具开

发、监测组织实施、监测结果的分析和运用等方

面工作尚需加强,教学质量实时监测、实时反

馈、即刻应答、即刻改进的全流程数字化质量监

测能力有限,质量监测效果不佳。 “学生中心、
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体育教育教学数字化管

理制度体系和支持保障水平有待加强,尤其是教

务管理、课程教学、考试管理、学业管理、实习

实训等方面的体制机制仍需进一步利用数字化手

段加以完善[9],从而提升与教学质量监测的匹

配度。

3.3 监测体系未能很好凸显体育专业特点

体育学属于教育学学科门类,长期沿用人文

社会科学指标体系进行评估,既不能反映体育作

为一级学科的学科特点和发展规律[10],更不适

应当前体育学与其他学科交叉拓展的发展态

势[11],导致评估的正面引导作用难以发挥。受

上级评估指标影响,各校自身的监测与评价指标

未能很好体现办学特色、办学目标和学生发展,
凸显各专业特色和个性化,需要进一步论证遴

选,监测体系也需进一步健全。另外,当前体育

院校不监测或监测评价与问责和干预不挂钩、不

面向产出的情况非常普遍,导致教学质量监测的

导向、激励和有 针 对 性 引 导 改 革 的 作 用 发 挥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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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BE理念下我国体育院校多元全程全

方位质量监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4.1 多元全程全方位质量监测理论模型构建

OBE理念教育以学习产出为动力,其目的

是通过学习产出带动课程活动和学业评价[12]。
如图3所示,基于OBE理念的体育院校教学质

量监测模型以学生的学习产出为主要监测对

象,其实施的出发点是 “以学生为中心”,切

实提高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的吻合度、人

才培养方案与培养目标的吻合度、培养结果与

人才培养目标的吻合度;质量评价的主体不局

限于学校,还增加了其他利益相关方 (校友、
家长、行业企业、与师生相关的组织等),所

以,该模型是一个兼顾各方利益需求、贯穿人

才培养全过程、覆盖人才培养各领域的全链条

质量监测体系。该模型按能力培养要求设置体

育各专业课程模块,设计教学内容和实践环

节,构建以能力为本的符合体育各专业特点的

多维评价内容,制定不同环节教学质量标准,
坚持内部考核与外部考核相结合、理论知识考

评与实践能力考评相结合、集体考评与个体自

我考评相结合、阶段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

合,同时利用网络与数字技术,实现教学质量

监测的实时性和常态化,进而引导高等体育院

校对质量监测的持续关注,让质量监测的反馈

问责由被动变为主动,持续改进提升体育院校

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13]。

图3 OBE理念下多元全程全方位质量监测模型

4.2 成果导向下教学质量监测的实施

4.2.1 健全教学质量监测体系

体育院校教学质量监测体系是一个涵盖教学

过程监测和教学效果反馈控制的闭环系统。如图

4所示,在质量管理方面,需建立体育教学质量

标准、质量管理制度,需成立专门的校级教学督

导机构与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配备专职人

员,逐步完善校、院 (系部)、教研室多部门共

同参与、多维度分工负责的教学质量联动运行机

制[9]。完善高等体育教育质量监测制度,构建集

评估规则、监测指标、质量标准、实践操作规程

于一体的程序性制度,编制不同体育专业教学质

量评估指标解读、质量监测工作指南等指导性文

件。严把教学关、考试关、考评关、出口关,按

照 “标准—执行—检查—评估—反馈—改进”的

流程持续推进监测,做到常规检查、专项督导教

学检查工作常态化,专项评估和日常教学评价相

结合覆盖教与学全过程,通过反馈、诊断、跟进

持续改进监测机制[14],形成体育教学质量接受

社会评价、监督、检验的监测闭环[15]。将专业

评估与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校内监测与校外

监测以及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统筹安排,一体

推进。通过持续的监测实践,在体育院校推进形

成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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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用实际行动传播质量意识,管理者通过更新

管理理念和完善组织保障贯彻质量要求,让体育

院校的教学质量提升成为没有终点的连续性

活动。

图4 两查七评三维反馈的教学质量监测保障体系

4.2.2 优化内部教学质量监测

OBE理念下体育院校的教学质量评价,取

决于学校所规划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能力是否符合

既定标准,以及设定的教学目标和毕业能力标准

能否达到。在这种情况下,体育院校应以学生的

学习投入和成长效果作为关注点,形成成果导向

的覆盖全过程、多环节的内部质量监测机制,让

监测对学生学习效果和学业发展发挥保障和促进

作用[16]。内部教学质量监测具有明显的周期性

(称为 “质量保证周期”),这个周期大致分为教

学标准制定、教学实施、监督反馈、自我评估、
内部质量审核、制定修正、面向产出的持续质量

改进七大环节[15] (图5),它的有效运行可以保

证教学质量改进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图5 体育院校内部教学质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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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强化外部教学质量监测

研究发现,学生更加关注具有社会维度的反

馈[17-18]。因此,体育院校应高度重视建立行业、

企业深度参与的教学质量跟踪机制[14],这对精

准提升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将产生显著的外

部作用。相较而言,外部评价直接来自于利益相

关者的真实感受,更为客观,可与内部监测相互

结合印证[19]。经查阅各校的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发现,河北体育学院教学质量监测较好兼顾了校

外评测,该校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麦可思开展应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分别发布了2015届

《毕业生培养目标达成与职业发展评价报告》和

2019—2021届 《应届毕业生 培 养 质 量 评 价 报

告》,从培养定位、培养过程、服务成效、就业

质量、校友评价等维度进行了持续的跟踪调查,
帮助学校发现问题并探索持续改进的切入点。根

据第三方质量测评报告结合内部质量监测结果,
河北体育学院进行了7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的

修订,为内外结合全方位监测教学质量和提升教

育教学水平积累了经验。

4.2.4 完善教学质量管理和运行体系

体育院校教学质量监测体系的有效运行离不

开数字技术的支撑。体育院校要创新管理思维,
加快推进教学质量监测数字化建设,展现高等体

育教育的新样貌。需建立高等体育教育大数据监

测与分析平台[20],设计量化监测模型,以教师、
学生、教学管理者的行为和管理因素等为监测对

象,实现评估信息来源的多元化和数据采集的常

态化、过程化,增强监测工作的客观性、规范性

与即时性。依托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手段,对监测

数据进行智能诊断、个性化分析和可视化呈现,
对异常情况及时预警[21]。树立全员质量监测的

观念,淡化监测者和被监测者的界限,将监测任

务进行分解,渗透到日常教学管理、专项检查和

教学督导等常规工作中,确保教学监测与教学运

行高度契合。重视监测结果运用,要做好挖掘数

据、问题分析、对策研究等后续工作,编制 《体
育专业评估分析报告》,从指标得分、专业比较、
社会和行业满意度、就业质量、改进方向等方面

对各体育专业建设情况进行把脉,让数据 “说
话”,形成 “应用—升级—改进—再应用”的层

层递进、环环相扣的闭环系统,使监测结果更好

服务于教学质量建设,避免 “一评了之”。

5 结束语

新时代国际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更多关注学科

专业层面,聚焦学生学习成果和用户满意度评

价,以此提高专业人才培养与产业、社会的适应

性[14]。基于 OBE理念构建和实施以学生为中

心、以成果为导向的高等体育院校教学质量全过

程监测体系,是不断更新体育教学理念,变革体

育教育模式,完善体育教学管理,培养高素质体

育人才,推动高等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

环、制胜一招。高等体育院校要深刻理解和运用

OBE理念,以社会需求和培养效果为导向,以

完备的内外部质量监测体系为依托,以数字化技

术为保障,开展科学有效的教学质量监测,进一

步发挥评价 “指挥棒”作用[15],激活人才培养

创新力,展现核心竞争力,推动我国高等体育教

育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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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under
 

the
 

guidance
 

of
 

OBE
 

concept,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of
 

education
 

quality
 

monitoring
 

in
 

higher
 

physical
 

education
 

uni-
versities

 

and
 

colleg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in
 

higher
 

phys-
ical

 

educatio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internal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at
 

the
 

two
 

levels
 

of
 

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or
 

at
 

the
 

three
 

levels
 

of
 

the
 

college,
 

department,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of
 

China’s
 

higher
 

physical
 

educatio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nd
 

the
 

external
 

quality
 

monitoring
 

has
 

been
 

gradually
 

attached
 

importance;
 

however,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uneven
 

monitoring
 

level
 

of
 

teaching
 

quality,
 

imper-
fect

 

teaching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nitoring,
 

low
 

level
 

of
 

digital
 

monitoring,
 

and
 

inability
 

to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discipline.
 

Guided
 

by
 

the
 

problem,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multiple,
 

all-
 

process
 

and
 

all-a-
round

 

quality
 

monitoring,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f
 

“two
 

checks,
 

seven
 

com-
ments

 

and
 

three-dimensional
 

feedback”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model,
 

and
 

analyzes
 

the
 

coordina-
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and
 

the
 

path
 

of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aiming
 

a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level
 

in
 

sport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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