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方案（不多于 1000 字）

（1）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分类招生考试背景下，职业院校中职毕业生录取比例高

达 70%以上，教学质量评价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

评价制度陈旧，目标不够合理，“一把尺子量到底”问

题；评价主体不健全，比重分配不当，“一种结果定前途”

问题；评价工具落后，结果运用不力，“一张卷子评到底”

问题。

（2）解决方案

①制定增值制度，建立健全增值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出台《池州职业技术学院任课教师教学质量考核办法

（试行）》《池州职业技术学院教科研管理办法》，年度考核

设置教研加分作为增值评价分。年度考核包含两学期考核成

绩和教研增值评价分，总分为 100 分。每学期学生评价占比

60%、同行教师评价占比 20%、教学部门考核组评教占比 20%，

学期考核成绩为三者之和，总分的 48%计入年度测评成绩，

教研加分项不超过 4 分；印发《池州职业技术学院学分制管

理办法（试行）》《池州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管理

办法（试行）》《池州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素质拓展学分管理

办法（试行）》，学生课程学分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

经考核在教务系统中生成，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素质拓展学



分作为增值评价分经主管部门认定后，由各系部按规定记入

学生成绩档案。通过制定评分细则，细化评价标准，明确操

作程序，解决评价制度不健全问题，做到教学质量评价的公

平公正，及时回应各方面需求。

②实施四元评价，加强对教学质量增值评价的全过程管

理

设定知识目标、技能目标和职业素质等增值评价指标，

由授课教师、教辅人员（教学管理人员、学生管理人员）、

企业导师（企业带徒师傅）及学生本人组成校内外四元评价

主体，进行量化评价和质化评价。学生每学期在教务系统中

开展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至少 3 次，督导日常巡查、同行教师

及企业教师听课每月至少 3 次，学生开展自评及小组互评，

过程性评价结合结果性评价，及时反馈、动态调整，沟通协

商达成共识，解决评价主体单一问题，做到“评价-分析-诊

断-改进”全过程有效互动，促进师生个性发展。

③利用信息技术，建立科学、完善的教学增值评价反馈

机制

依托教务系统、教学诊改平台、智慧职教云等教学平台

设置开放式教学评价解决评价工具落后问题。采用 PDCA 质

量循环诊改理论，将地方技能型高水平大学建设任务进行分

解分年度导入教学诊改平台，年初设定专业、课程、教师、

学生发展目标，成果实时录入、动态监测，完成情况纳入质



量评价考核，依据诊改周期进行教学质量评价反馈；采用智

慧职教云平台进行授课，实现课前、课中和课后的全教学过

程监测，及时调整教学策略，有效实现教学反思与评价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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