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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伊犁师范大学为例，立足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要求，探索边疆地区高校教学质量保障

体系的优化路径。基于“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理念，构建“六位一体”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创新提出“三维协同”理论模型与“四链驱动”运行机制。通过智能化监控与产教协同机制，有效解决

质量监控碎片化、标准滞后及文化浅层化等问题。研究成果为边疆院校质量保障体系优化提供系统性方

案，兼具理论创新与实践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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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Yili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round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view and evaluation, explores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guarantee system in universities in border area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tudent-centered, outcome-oriented,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 “six-in-one” teaching 
quality guarantee system is constructed, and an innovative “three-dimensional collaboration” the-
oretical model and a “four-chain drive” operation mechanism are proposed. Through intelligent 
monitoring and the industry-education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problems such as fragmented 
quality monitoring, lagging standards and shallow culture can be effectively solved.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 systematic solution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in bord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have both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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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意义 

高等教育质量是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议题。2018 年“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提出“以本为本、四个回归”的核心理念，教育部随后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

方案(2021~2025 年)》，强调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质量保障”体系，涵盖质量管理、改进及文化培育

等多维度要求[1]。然而，地方本科院校尤其是边疆地区高校，受限于办学资源、师资结构及区域发展差

异，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中面临三重矛盾：一是标准化评估指标与区域特色需求适配性不足；二是

质量监控机制碎片化与改进追踪缺位；三是质量文化表层化与产教协同薄弱。 
伊犁师范大学作为边疆应用型高校，虽通过“督–导–评–改”四位一体模式在师范认证等领域取

得阶段性成果，但深入实践表明，其质量保障体系仍存在监控时效性不足、毕业生追踪机制缺失、数字

化治理能力滞后等瓶颈。本研究以新一轮审核评估为框架，立足边疆数学教育实际需求，通过构建“六

位一体”保障体系，旨在探索一条兼具规范性、适应性及可持续性的质量提升路径。其理论价值在于突

破传统评估范式，提出“制度–行动–文化”三维协同模型和“标准–监控–改进–文化”四链驱动运

行机制；实践意义则体现为通过智能监控与产教融合机制，强化质量保障体系对区域教育生态的动态响

应能力，为同类院校提供可复制的边疆经验。 

2. 审核评估与高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研究现状分析 

在全球高等教育质量质量保障运动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我国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正面临新

的挑战。经历二十余年规模扩张后，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政策重心从基础设施建设转

向制度创新与文化重塑。当前推行的审核评估制度通过“以评促建、以评促强”的机制设计，正在重构

高校内部质量保障生态。但现有研究对地方院校特殊需求的关照明显不足，在审核评估指标、审核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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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应用、质量体系标准、质量监控机制、质量文化培养以及区域协同性等方面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2.1. 审核评估指标与地方院校发展的适配性矛盾 

(1) 观测点设置偏离区域需求。现行审核评估体系存在量化指标导向过重的问题，未能有效对接地方

院校特色发展需求。具体而言，“实践教学基地数量”等指标仅反映硬件配置规模，却无法有效表征产

教融合深度[2]。更具本质性的“行业导师参与度”、“区域产业对接课程比例”等核心要素未被纳入评

价框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行业导师作为校企协同的关键纽带，其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学生职业素养培

育质量，但现行评估体系对此缺乏有效观测维度。同时，地方院校基于区域产业特点开发的特色课程，

由于与标准化评估维度的不匹配，往往难以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动态调整机制滞后。评估指标更新周期与区域教育发展需求存在显著时滞效应。以师范院校为例，

STEM 教育与教育信息化等新兴领域对教师素养提出了新要求，但现行评估体系仍侧重于传统师范课程

认证标准。地方院校为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增设的“跨学科教学”“融合教育”等课程模块，因未纳入评估

框架，导致培养方案与中小学实际需求产生结构性错位。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院校开展的乡村教师定向

培养项目，由于缺乏专项评价指标，已明显削弱了服务基层教育的可持续性[3]。 
(3) 特色办学评价缺位。现行评估体系尚未建立差异化评价通道，客观上加剧了院校同质化发展倾

向。地方师范院校的“小学全科教师培养”“乡村教师定向培养”等特色项目，在评估指标过度强调学

术化、综合化的导向下，被迫压缩实践类课程占比以迎合评价标准。更值得关注的是，部分院校开发的

“本土文化传承教学”“教育精准扶贫”等特色育人模式，由于继续套用传统师范专业认证体系，导致

办学特色呈现渐进式弱化趋势[4]。这种标准化评估导向实质上制约了院校立足区域教育生态的创新能力

发展。 

2.2. 审核评估结果应用的局限性 

(1) 反馈机制单向化。现行评估反馈机制呈现单向线性特征，主要表现为问题表征的平面化呈现，未

能与院校特色发展形成深度耦合。以师范院校为例，评估报告普遍采用共性化问题表述框架，如泛化标

注“实践教学效度不足”等基础性缺陷，却未能针对其特色化建设项目提出差异化改进方案。特别需要

指出的是，地方院校在基础教育帮扶中形成的“双师课堂”、“顶岗支教”等创新实践，由于评估体系缺

乏特色评价维度矩阵，导致其无法完成从实践创新到发展路径的系统转化。这种普适性反馈架构与师范

院校特色化办学定位之间的结构错位，直接制约了乡村教育资源整合效能与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的优势转

化。 
(2) 改进追踪机制缺位。评估整改过程呈现显著的阶段式整改特征，缺乏持续改进的质量控制回路。

具体表现为：师范院校为满足评估指标阈值，往往采取突击性资源配置策略，但后评估时期因缺乏动态

维护机制，新建教学资源呈现边际效用递减趋势。更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师范院校在评估后构建的“教

师教育创新实验区”项目，由于未被纳入周期性监测网络，其运行效能呈现系统性衰减态势[5]。尤其在

师资队伍建设维度，通过短期人才引进达成评估指标的院校，因缺失教师专业发展系统设计，导致骨干

教师成长路径出现代际断裂风险。 
(3) 结果应用维度狭窄。评估改进效应存在明显的应用域限缩现象，未能形成对院校发展的多向度辐

射。师范院校针对“科研成果薄弱”的整改多局限于论文数量提升，却忽视将科研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深度融合[6]。部分院校将评估改进方案拆分为孤立项目，因缺乏与“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系统衔接，

导致学科建设与基础教育服务形成割裂[7]。激励机制缺位尤为突出，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成果、基础教

育服务成效等核心要素，仍未与教师考评体系有效挂钩，削弱了质量改进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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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质量标准建设的滞后性 

(1) 与区域行业标准的结构性失联。地方院校课程质量标准存在与基础教育改革动态适配不足的现

象。具体而言，师范类专业课程体系仍固守传统学科架构，未能系统整合教师职业技能等级认证体系、

基础教育课程标准等区域性行业规范。典型表现为核心课程建设中普遍缺失“课堂教学能力评价量表”

“学科核心素养培养指南”等实操性内容模块，致使毕业生往往需要额外强化训练方可满足职业准入要

求。部分院校教育技术专业因缺乏与地方基础教育机构的协同育人机制，其课程内容更新明显滞后于“智

慧课堂”“AI 教育”等教学技术革新，导致毕业生数字化教学能力与基础教育需求存在代际差异。 
(2) 与院校发展阶段的适配失衡。新建本科院校在标准移植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当直接套用研

究型大学学术导向型质量指标体系时，受限于基础条件差异，容易引发教师发展性评价达标率偏低等系

统性问题[8]。这种标准错配进一步加剧了师资队伍结构失衡等深层矛盾。在人才培养维度，盲目移植高

水平院校选拔标准导致部分教学班级因生源基础差异，被迫降低数学分析等核心课程的学术要求，客观

上造成质量标准执行层面的形式化倾向。 

2.4. 质量文化培育的浅层化 

(1) 制度约束与文化自觉失衡。地方本科院校质量文化建设存在制度规范与文化内驱的结构性张力。

师范类院校虽已构建精细化教学管理制度框架，但教师实践层面呈现显著的被动执行特征。以“五维课

堂教学评价体系”实施情况为例，多数教师表现出周期性应对模式(评估期改进–常态期回落)，反映出制

度约束与专业自主的协同机制尚未形成[9]。质量培训体系偏重教案设计等操作维度，对教学价值认同等

内隐要素的关注不足，导致质量文化培育呈现表层化特征。 
(2) 技术工具与人文关怀割裂。智能教育技术应用存在工具理性主导的实践偏差。在线评教系统的功

能配置呈现管理导向与服务导向的非对称性，师生主体性参与渠道未能有效贯通。课堂教学视频的强制

性高频上传要求，因缺乏对应的教研反馈机制，导致技术应用陷入“数据囤积–价值耗散”的悖论。这

种技术工具与教学本体的疏离，使得数字化资源库难以实现从数据存储向知识生产的质态跃迁。 
(3) 短期整改与长效建设脱节。质量改进过程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波动特征。师范院校在评估周期集

中配置的实习基地与教育技术设备，因缺乏持续投入机制，呈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新建微格教室的使

用效能衰减曲线与专业认证标准存在显著落差，合作中小学数量的非稳态变化趋势，暴露出质量保障体

系的结构性脆弱。这种运动式改进模式，未能通过教师发展中心等载体实现质量文化的生态化演进。 

2.5. 区域协同视角下的系统性缺失 

(1) 师资结构矛盾突出。地方本科院校在师资队伍建设中呈现三重结构性失衡：首先，高层次人才引

进与培育效能不足。受区位条件、薪酬体系及科研平台限制，地方院校难以吸引优质人才，这一现象直

接导致学科梯队建设滞后。其次，“双师型”师资比例失衡。多数院校对教师实践能力培养缺乏系统性

规划，“双师型”教师占比远低于区域基础教育现代化需求标准[10]。再者，教师专业发展支持体系缺位。

现有培训资源难以满足实践教学能力提升需求，致使教育技术应用能力与基础教育改革进程产生结构性

脱节。 
(2) 数字化治理能力薄弱。地方院校数字化转型面临双重困境：从硬件建设维度分析，新型智慧教学

空间覆盖率普遍低于区域平均水平，虚拟教研平台等基础设施存在显著缺口。就软件应用层面而言，已

建成的数字化资源使用效能低下，部分教师教育虚拟仿真中心因缺乏系统性的应用培训机制，实际使用

效能未达预期。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教育数据治理框架缺失，教学行为数据采集呈现碎片化特征，课堂

教学视频数据由于智能分析系统的缺位，未能形成教学质量改进的闭环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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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审核评估视域下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在新一轮审核评估的宏观背景下，本研究致力于构建一个以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为核

心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该体系旨在通过优化现有框架，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确保教育过程中的每个环

节均精准对接预期目标。基于“质量立校”的核心理念，创新性地构建了一个涵盖教学质量目标设定、

标准制定、资源保障、过程监控、数据分析及反馈机制的六位一体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为卓越人才

的培养奠定坚实基础。 

3.1. “三维协同”理论模型设计 

基于审核评估对地方院校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推动作用，本研究建构了“三维协同”理论模型。该

模型以审核评估指标为框架，通过“制度协同–行动协同–文化协同”的三维架构，建立从“迎评促建”

到“以评促强”的演进机制。 
(1) 制度协同：动态适配机制。建立“国家师范标准 + 新疆教育战略 + 边疆师范特色”三级制度体

系，重点实施双重驱动机制：其一，建立质量标准的动态更新机制，将审核评估指标转化为院校制度修

订的触发条件，通过专家咨询法实现政策要求与校本规范的对接；其二，设计制度嵌套实施路径，借助

章程修订将质量文化、资源保障等评估要素融入教学管理系统，确保评估标准转化为常态化管理行为。 
(2) 行动协同：效能整合路径。构建“评估驱动–认证验证–持续改进”的闭环管理系统，着力解决

三重实践问题：通过建设统一数据平台整合多源评估指标，消除专业认证与审核评估的数据隔离；建立

评估观测点对应机制，统整重复性评价指标；开发数字化质量监测系统，实现教学数据从采集、分析到

改进建议生成的完整链条。 
(3) 文化协同：价值渗透机制。实施质量文化的符号化建设工程：在物质层面，将核心价值具象化为

“教育使命墙–名师荣誉廊–质量警示钟”的空间序列，形成文化传播的实体载体；在行为层面，通过

“名师工作坊”和“兵团精神研讨会”等特色活动，将质量意识融入师范生专业素养培养；在制度层面，

建立师生发展档案的双向印证机制，实现质量文化的持续传承。 

3.2. 智能监控平台的模块化设计 

为提升教学质量管理的科学性与学生成长支持的系统性，构建具备多维监控功能的智能平台具有重

要实践价值。该系统通过数据整合、风险预警、决策支持与改进追踪四大核心模块的协同作用，形成覆

盖教学全过程的监控机制。 
(1) 数据整合模块着力破解教务管理、学生发展与就业服务系统间的数据孤岛问题，重点整合师范生

培养全周期数据(包括课程成绩、教学实践时长、区域就业分布等)。通过建立特征分类体系，形成结构化

的学生能力发展档案。针对边疆地区数学教育特点，增设双语教学能力评估与民族文化理解力评估两个

专项维度，为后续差异化分析奠定数据基础。 
(2) 风险预警模块基于数学学科能力发展规律，建立包含核心概念掌握度、教学设计创新性等关键指

标的预警体系。当监测到师范生微格教学中课堂逻辑连贯性指标持续低于预设标准时，系统自动启动预

警程序并推送针对性改进建议。针对边疆学生群体特点，构建文化适应与学业表现的双维度监测模型，

通过动态关联分析避免评价偏差。 
(3) 决策支持模块采用可视化技术呈现毕业生服务效能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热力图示直观显示双

语教学需求强度与民族文化融合程度。特别地，系统通过地理信息映射技术识别重点支持区域，为数学

课程内容调整与教学方法改革提供决策依据。 
(4) 改进追踪模块构建“问题发现–归因–干预–验证”的全流程管理体系：开发教学问题溯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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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课程实施偏差分解为教学设计、评价方式等影响因素；配套生成课程标准修订框架与民族文化教学资

源建设方案；建立阶段式整改计划，通过课堂实施效果对比与毕业生服务能力追踪，验证改进措施的有

效性，最终形成质量提升闭环。 

3.3. 产教协同的持续改进机制 

为有效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并提升毕业生职业竞争力，地方院校应构建产教协同的持续改进

机制。该机制依托校企协同改进委员会与毕业生成长追踪系统两大核心组件，通过结构化反馈路径实现

教学质量与市场需求的动态调适(以数学师范专业为例)。 
(1) 校企协同改进委员会构建“政–企–校”三元协同架构：由区域教育行政部门、地方支柱产业代

表及数学教育学科专家组成联席会议，主要承担双重职能。首先，研制《数学课程动态调整技术规范》，

依据边疆地区基础教育改革政策导向，建立包含课程内容淘汰阈值与更新优先级的量化指标体系，形成

“产业需求图谱→课程优化矩阵→培养方案迭代”的转化模型。其次，推行“双主体协同教研制度”，通

过学期制组织基础教育阶段数学学科带头人与高校课程团队联合重构实践教学体系，确保教学设计(如问

题情境创设、课堂观察量表等)与基层教学场景形成生态化对接。 
(2) 毕业生成长追踪系统构建五阶段质量监测闭环：在 T + 1 阶段实施岗位胜任力基线测评，重点监

测数学师范生教学设计能力、多元文化课堂管理能力等边疆地区特殊胜任力指标；T + 3 阶段开展职业发

展轨迹分析，运用关键事件法解析用人单位质性评价数据；T + 5 阶段进行区域教育服务效能评估，基于

增值评价理论生成《数学教育质量诊断报告》。所有反馈数据通过决策树算法导入培养方案自适应修正

系统。 

3.4. 质量文化浸润工程 

为在全校范围建构系统性质量文化生态，地方院校需遵循教师发展、学生培育与文化表征三重视角，

实施多维度干预策略。该体系可协同提升教师质量意识与教学胜任力，培养学生质量认知素养，并借助

符号化传播机制实现质量文化在校园文化基质中的深度内嵌。 
(1) 教师质量能力认证机制建构需遵循能力进阶原理，设计分层发展路径：初级认证聚焦教学规范执

行度，中级认证强调质量改进策略应用，高级认证侧重质量领导力发展。认证评估采用“教学案例解析

–同行协作评审–学生发展追踪”三维度测量模型，并将认证结果与职称晋升体系、教学卓越奖励计划

形成制度性关联，最终形成“专业发展培训–教学实践反思–能力认证评估–职业激励反馈”的闭环发

展机制。 
(2) 学生质量素养培育体系采用课程浸润、实践参与、评价引导的三螺旋结构。课程建设维度设置相

关核心课程，配套开发区域化特色课程；实践培养维度实施“教学质量督导见习制度”，通过课堂观察

记录分析、评教数据可视化解读等真实任务驱动学习；评价改革维度建立“质量素养成长档案”，将课

堂诊断报告规范度、教学改进方案采纳度等关键指标转化为发展性评价学分，纳入数学教育专业人才综

合评价系统。 
(3) 质量文化符号传播体系采用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双轨制建构策略。实体场域建设“边疆数学教

育质量主题展廊”，通过历时性叙事展览呈现质量文化演进轨迹，设置“民族数学教具演化史”、“边疆

数学教师口述史”等主题模块；数字平台开发“数学质量文化数字图谱”，整合优质教学视频案例库、质

量改进微课程资源包等结构化知识，支持师生开展分布式协同知识建构。同步建立“质量文化动态编码

机制”，采用课堂民族志研究、师生叙事访谈等方法持续更新符号系统，确保质量文化表征与数学教育

实践保持动态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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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作为高等教育质量治理的关键抓手，为地方本科院校教学质量保障体

系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这一评估范式通过强化“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核心理

念，引导高校从被动迎评转向主动构建动态适应区域需求的质量保障机制。在此过程中，地方院校需以

审核评估为牵引，深化标准建设与区域特色的融合，推动质量监控从碎片化治理向系统性闭环演进，同

时以质量文化培育为内核，激发师生参与质量改进的内生动力。未来，随着评估结果应用与反馈机制的

进一步完善，地方高校应更加注重质量保障的生态化建设，通过校地协同、产教融合等路径，实现人才

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双向赋能，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可持续的实践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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