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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本科院校教学质量问题的

热点与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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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文理学院　 数学与人工智能学院,

 

重庆　 402160)

摘　 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使命,地方本科院校肩负着我国本科人

才培养主力军的重任。 为探寻提升地方本科院校质量治理能力的对策,以高校披露的质

量问题为切入点,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 558 份 2021—2023 年地方本科院校本科教学

质量报告中“存在问题”部分进行分析,从质量目标、质量对象、质量制度和保障资源 4 个

方面归纳了地方本科院校教学质量问题。 高校教学质量问题信息具有对标教育行政部门

的质量保障要求,回应社会发展对高校质量的期望,适应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以及聚焦

内部教学质量保障能力建设等特点,源自组织场域环境的资源与合法性是推动院校提升

教学质量水平的重要力量。 需要以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作为解决地方本科院校质量问题

的突破点,即要营造以质取胜的资源竞争环境,构建多主体协同的质量文化,探索结构相

适的质量保障体系,塑造开放合作的数字教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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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地方本科院校是我国本科人才培养的主力军。 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既关系到教育强国

建设,也决定着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如何提高地方本科院校教学质量保障水平,成为高等教育普及

化的时代命题。 教学质量提升的前提是发现问题,根据教育部的要求,从 2013 年开始全国本科院校

需要向社会发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以下简称“质量报告”),质量报告成为反映学校教学质量和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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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重要窗口,是外界了解高校办学状况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提升地方本科院校教育教学质量的

重要突破口。 从质量保障的视角看,当前本科教学质量问题的研究集中在质量观念转变、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与创新、提升“教”的质量、促进“学”的质量以及构建质量保障体系等方面。 质量保障体系建

设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高校存在内外部质量保障作用失衡,缺乏有效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保障

措施繁杂、零散[1] ,工具理性异化倾向[2] ,问责导向与外部驱动,质量管理僭越[3] 等问题。 教学质量

保障的起点是对质量状况的真实了解,学界基于质量报告对高校办学定位、培养目标、思政、教学、师
资[4] 、就业或保障条件[5]等质量要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对报告中涉及的单项质量要素进行归纳分析,
并对质量报告制度机制的优化开展了研究,但较少关注质量报告中提及的“质量问题”及背后的隐藏

动机。 为此,本研究基于问题导向的思路,分析地方本科院校教学质量报告披露的共性问题和热点问

题,结合地方本科院校的特点,挖掘热点问题背后的逻辑,探寻问题解决的突破点。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借用质量管理理论、新制度主义组织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构建出如图 1 所示的分析框

架,根据质量管理理论中质量管理体系的构成要素,按质量目标、质量对象、质量制度、保障资源等基

本要素对 13 个质量要素进行归类(见表 1)。

图 1　 分析框架

表 1　 本科教学质量要素

质量管理基本要素 本科教学质量要素

质量目标 学科发展、专业建设

质量对象 教师发展、学生发展、课程教学、实践教学、校地合作、国际交流

质量制度 制度架构、质量保障

保障资源 信息技术、教学资源、教学环境

　 　 为获取地方本科院校教学质量存在的共性问题,样本采集对两方面进行控制。 一是样本范围涵

盖 31 个省份(不包括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本科高校。 考虑到不同地区高校数量的差

异,海南选取 5 所,宁夏、青海、西藏各选取 3 所,其余每个省份均选取 11 所综合性地方本科高校,以
减少区域分布不均和高校类型不同带来的影响。 二是考虑质量报告的时效性,采集时间控制在

2021—2023 年。 在实际采集过程中,由于部分高校质量报告未挂网、网页链接失效、文字识别效果

差、内容难以检索、部分内容缺失等原因,实际采集的有效质量报告共 558 份,涉及 261 所地方本科高

校。 本研究从采集的质量报告中提取“存在问题”部分的文本信息,并建立分析数据库。 运用 python
语言编写程序对收集的文本进行自然语言分析。 一是分句。 对文本进行分句,完成分句 27

 

345 条。
二是分类。 根据特征词,按 13 个类别对句子进行识别和自动标注,共完成分类 23

 

366 条,并完成数

量分布的统计。 三是提取共同语块和重复次数。 语块概念的引入,可避免统计中出现大量高频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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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 程序采用逆向匹配算法,以前面切分好的句子为处理对象,以词为单位,从句尾切割成语块,然
后查询该语块在其余句子中出现的次数并记录。 当一个语块查询完成,句尾再减一词后切割成语块,
并重新与其他句子进行比对,直至该句仅剩一词。 语块的重复次数是指该语块在其他高校质量报告中

重复出现的次数,以高校数为计算单位。 换言之,语块的重复次数也可理解为该语块被多少所高校提

及。

三、现状分析
     

(一)教学质量问题的总体分布
   

经统计,单份质量报告中出现的问题类别平均有 7. 6 项,根据 13 项质量要素,统计出每类质量问

题在文本中出现的数量及占比情况。 从表 2 可以看出,地方本科院校教学质量问题的呈现并不均衡。
专业建设、课程教学和学科发展等宏观与顶层布局类问题占比高,原因可能是具体教学质量问题经过

总结和提炼,最终反映到顶层设计上。 问题数量较少的国际交流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地方高校对外

合作处于起步阶段,实践教学问题较少,可能与其分散在课程教学、校地合作等类别中有关,质量保障

问题较少,反映了地方本科院校对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关注不多。

表 2　 558 份质量报告中问题分类统计表

类别
学科

发展

专业

建设

教师

发展

学生

发展

课程

教学

实践

教学

校地

合作

国际

交流

制度

架构

质量

保障

信息

技术

教学

资源

教学

环境

数量 443 460 397 349 458 165 345 102 373 196 204 431 338

占比 / % 10. 40 10. 80 9. 32 8. 19 10. 75 3. 87 8. 10 2. 39 8. 75 4. 60 4. 79 10. 11 7. 93

(二)高频语块的聚类分析
   

为获取地方本科院校教学质量的热点问题,根据语块重复次数,经降序排列后获得每类问题的高

频语块,以“语块加重复次数”的方式呈现,进而获得教学质量问题热点信息。
   

1. 质量目标的热点问题分析
   

一是“学科发展”问题中的高频语块:高层次人才(72)、人才引进力度(26)、学科交叉(19)、学位

授予(6)、硕士学位授予(4)。 众多院校提及教学与科研缺乏高层次人才的支撑,亟须获得硕士学位

授权或增加硕士学位点,积极寻求学科间交叉融合、有组织科研和催生学科新的生长点。 二是“专业

建设”问题中的高频语块:一流专业建设(40)、师范专业认证(17)、专业交叉(17)、工程教育认证

(10)、融合发展(4)。 专业建设面向地方,积极服务地方产业发展,从制度优化、载体创新、师资融通

等方面开展专业建设,强调交叉培养和协同育人的模式创新。 高校普遍重视专业认证,但同时存在工

程认证、师范认证等推进不理想的问题。
   

2. 质量对象的热点问题分析
   

一是“教师发展”问题中的高频语块:教师队伍建设(36)、教师培训(29)、教学改革(21)、高层次

人才(21)、博士学位(12)。 众多院校关注教师能力提升与队伍结构优化,积极开展“教学范式”向

“学习范式”转变的教学改革,但也存在教师参与教学改革的积极性不足,学校缺乏有效的评价与激

励机制等问题。 师资队伍整体上存在高层次人才数量不足和质量不高、学历层次亟待提升等问题。
二是“学生发展”问题中的高频语块:学生为中心(27)、学生创新创业(15)、学生自主学习(11)、个性

化发展(9)。 众多院校关注学生主体作用,但存在学生学习投入不够、学习的内驱力还需激发、批判

性思维能力有待提高、学生缺少职业生涯规划、就业主体性作用发挥不足、创新创业意识较为欠缺等

问题。 三是“课程教学”问题中的高频语块:混合式教学(23)、基层教学组织(20)、翻转课堂(16)、线
上线下混合(13)、教学模式改革(13)。 众多院校积极开展增强学生主体地位的教学模式改革,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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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教学组织的作用发挥不突出、改革方式创新不足、教学与信息技术融合不佳等问题。 四是“实

践教学”问题中的高频语块:基地建设(10)、实验室建设(6)、虚拟仿真(6)、实践教学质量(5)。 实验

实践教学需要提质增效,现有实习实训基地的功能和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五是“校地合作”问题中

的高频语块:协同育人(57)、现代产业学院(25)、深化产教融合(16)、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12)、
对接产业(9)、深化校企合作(8)。 作为地方本科院校应用转型的重要载体,校地合作面临校企管理

权责不清、资源整合与运行不畅、双主体缺乏协同、助力区域发展不足等问题。 六是“国际交流”问题

中的高频语块:国际化程度(7)、中外合作办学(6)、一带一路(5)、攻读博士(5)、教师到国内外(4)。
众多院校国际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提升,人才培养机制和教育教学管理的合作交流较少,合作

机制和模式还需不断完善。
   

3. 质量制度的热点问题分析
   

一是“制度架构”问题中的高频语块:教学质量标准(11)、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9)、基层教学

组织(7)、化为师生共同价值追求和行动(4)、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4)。 教育评价改革存在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优化、学术与行政作用发挥失衡、基层教学力量弱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不健全

等问题。 二是“质量保障”问题中的高频语块:质量保障体系(37)、监控体系(12)、质量意识(11)、质
量意识共同体(5)、信息化水平(4)、多元评价(4)。 院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有待优化,内部质量

管理中计划、执行、检查和处理(PDCA 循环)不完善,质量保障未形成闭环,评价手段还有待提升。
随着信息技术的教学应用,线上教学质量保障成为新的薄弱点。 多元质量观影响下院校内部质量文

化建设不足,质量保障停留在规制层面,尚未形成师生共识。
   

4. 保障资源的热点问题分析
   

一是“信息技术”问题中的高频语块:教学深度融合(22)、数字化转型(9)、智慧教室建设(4)、智
慧教学环境(4)。 存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不够,营造学习环境和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的

创新不足,智慧教室数量难以满足需要等问题。 二是“教学资源”问题中的高频语块:教学经费投入

(17)、财政拨款(7)、实验室建设(7)、结构不尽合理(5)、仪器设备利用率(4)。 众多院校的教学设

施、设备不能很好支撑教育教学活动,办学经费成为重要制约因素。 教学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偏差,
不能充分支撑交叉学科建设和应用转型发展,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升。 三是“教学环境”问题中的高

频语块:学生为中心(20)、教学基层组织(8)、基于 OBE 理念(7)、校园文化(6)、共同价值追求和自

觉(4)。 地方本科院校教学基层组织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三)质量热点问题的呈现逻辑
   

质量报告是高校为回应外部质量期待而对内部教学质量管理情况作出的回应,是外部主体了解

高校组织内部管理的窗口。 根据新制度主义组织理论,高校组织是典型的制度型组织,重制度的合法

性而轻技术的控制。 质量信息的披露有助于高校获取外部环境给予的资源与合法性,但在信息不对

称的环境中也有可能产生逆向选择的弊端。 本研究将高校组织资源与合法性来源的内外环境分为行

政力量、社会环境、学科发展和内部质量治理 4 个维度,对教学质量热点问题的呈现逻辑加以分析。
   

1. 对标教育行政部门的质量保障要求
   

教育行政部门的质量期待是地方高校组织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从共同语块中可以看出,高校出

于合法性的需要,将教育行政部门的质量保障要求作为自身开展质量保障的重要标准,并将部分差距

和不足作为自身教学质量问题对外呈现。 (1)符合本科教育教学质量评估、专业认证等指标要求。
地方本科院校在教学资源建设中反复提及“生均实验室面积”和“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在教师

队伍建设中,聚焦“生师比”和“博士学位教师占比”;在专业建设中关注“专业认证”。 这些数据或条

件是教学评估的重要指标,是教育行政部门衡量高校质量水平的重要参考。 (2)对照提升办学层次

的相关要求。 相较于部委直属高校,地方本科院校存在办学资源匮乏、办学经费来源单一、筹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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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自身“造血”能力弱等问题[6] ,提升办学层次以增强资源获取能力的诉求明显。 地方本科院校

在学科发展中关注“学位授予”,在国际交流中聚焦“攻读博士”等,与教育行政部门对申报硕士或博

士授予点的要求相呼应。 (3)回应有关政策文件要求。 地方本科院校通过聚焦“一流专业建设”和

“一流课程”建设,展示自身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努力。
   

2. 回应社会发展对教学质量的期望
   

外部合法性不仅来源于政府,还来自社会,包括学生、企业、社区、家庭等。 高校需要积极向社会

展示自己的教学质量,回应社会对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质量关切。 (1)积极展示服务

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努力。 地方本科院校根植于地方,能否为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

智力支撑,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 地方本科院校在学生发展中聚焦“毕业生就业”,校地合作

聚焦“服务区域经济”。 (2)与同类型高校发展相比较找差距。 社会对高校质量的评价关注学校排

名,重视学校办学特色。 “同类院校相比”成为高频语块,有 15 份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均提及与同类高

校进行对比。 (3)引导社会对传统质量标准认知的转向。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发展,高校人才培

养标准与精英教育时代的质量预期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地方本科院校有了“新的质量标准”,即根

据其对应的社会需求质量标准呈现多样性、多元化的发展特点[7] 。 例如,众多院校“教学改革”和“教

学模式”的转变,强调学生个性化培养;在“教师发展”中提及“教师数量” “学历结构”,强调由规模扩

张转为优化结构。
   

3. 适应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
   

知识是高等教育系统各种活动中的共同要素,科研工作创造它,学术工作提炼、保存和完善它,教
学和服务工作传播它[8] 。 高校作为一个学术组织,受到学术环境的影响,适应学科的发展趋势成为

高校制度合法性的来源之一。 质量报告反映了 3 种知识生产变化趋势:(1)注重学科交叉融合。 知

识本身具有一套生产、传递、应用等独特的内生发展逻辑,知识生产由“单螺旋” “双螺旋”发展至“三

重螺旋”“四重螺旋”,大学、产业、政府、公众深度参与,学科呈现交叉融合发展趋势。 “学科交叉”这

一主题有 57 份报告提及。 (2)注重知识生产的应用。 知识生产目的从学术创新转向应用创新,创新

涌现的场景不再囿于课堂,而是发生在教育与产业的相互刺激中[9] 。 地方本科院校办学规模普遍小

于部委直属高校,但学科建设与地方产业发展结合紧密,注重应用型人才培养和服务地方发展。 众多

院校提及“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关注“专业交叉”和“强化应用”,校地合作强调“深化产教融合”。
(3)强调多元主体参与。 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促使高校评价方式、评价标准和评价主体从一元走向

多元,质量保障聚焦“多元评价”,重视“学生评价”和“基层组织”作用发挥[10] 。
   

4. 聚焦内部教学质量保障能力建设
   

教学质量保障能力是高校组织内部治理的核心内容,既是质量问题的源头,也是制度合法性的重

要来源。 (1)重视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当前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与经验积累还十

分有限,在评估专家的反馈意见和报告中,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与运行中的问题仍是最突出、
最需要整改的内容[11] ,审核评估专家组认为 82. 91% 的高校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建

设[12] 。 对地方本科院校而言,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既是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又是社会对高校科学治

理的期待,也是高校自身管理的需要。 73 份质量报告提及“质量保障体系”,凸显了众多地方本科院

校重视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2)强调质量文化环境的营造。 众多高校意识到质量文化建设的不

足,高校教师没有形成良好的质量意识。 质量报告反复提及“质量意识共同体”“强化质量意识”就是

最直接的体现。 “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被大量提及,对学生“学”的质量关注是高校改进企业质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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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①的一种积极体现,是教育规律在质量管理中的新阐释。 (3)关注保障技术的升级。 质量报告

较少谈及具体的教学质量控制技术,但“深度融合”与“数字化转型”等词的高频率出现,表明地方本科

院校重视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重视 AI 对教学质量带来的影响。 (4)经费制约质量提升。 “教学

经费”“办学经费”等词的高频率出现,表明地方本科院校办学经费紧张,教学质量提升遭遇资金瓶颈。

四、对策建议
   

从教学质量问题的呈现逻辑可以看出,组织场域提供的资源与合法性,既是地方本科院校生存与

发展的基础,也是其质量保障的驱动力量。 基于组织场域中的合法性机制,应以制度变革与技术创新

作为解决地方本科院校教学质量问题的突破点。
   

(一)营造以质取胜的资源竞争环境
   

质量报告反映的众多热点问题体现了地方本科院校重视与政策要求的符合度,进而获得合法性。
然而,过度遵从外部质量保障容易带来质量保障的趋同化,缺乏因地制宜提升质量的内生动力。 因

此,需要营造公平、公开透明的资源竞争环境。 (1)完善高校质量保障立法。 从法律层面理顺高校与

政府、企业(社会)、高校、中小学校之间的权责关系[13] ,明确组织场域中各主体的质量保障责权内容

和各类质量保障的法律边界,使之成为一种法律性授权而不是行政性授权。 (2)构建公平、公开的资

源竞争环境。 地方本科院校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财政拨款,经费缺乏成为质量提升的瓶颈。 因此,在规

制建设层面,办学质量应成为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以增强高校提升教学质量的内生动力。 (3)注重

示范引领。 当前,我国缺乏可借鉴的成熟教学质量保障模式,教育行政部门可以设立政府高等教育教

学质量奖,通过树立标杆和样板,从政策层面鼓励高校探索契合自身办学目标与定位、富有特色的教

学质量保障模式。 (4)探索智能技术赋能。 教育行政部门应积极探索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质量

保障中的应用,自动采集地方本科院校内外部环境中的质量信息,与院校协同利用大模型开展教学质

量分析,及时回应公众的质量关切。
   

(二)构建多主体协同的质量文化
   

质量报告中众多热点质量问题均在回应社会发展对高校教学质量提升的期望。 地方本科院校需

要积极回应来自组织场域不同利益主体的质量诉求,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质量文化。 (1)重视

学生的主体地位。 以学生为中心是质量报告中被反复提及的热点问题,然而,地方本科院校在现实制

度建设中,往往只注重发挥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忽视学生在质量保障中的主体地位,
学生在质量保障中并未发挥实质性作用[14] 。 因此,地方本科院校需要优化质量管理制度,发挥学生

在质量保障策划、执行、监督和改进等环节中的作用。 (2)明晰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的权力关系。 高

校组织是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交融的矩阵结构,地方本科院校教学质量保障更多的是行政力量主导,
基层教学组织和学术团队作用发挥不足。 地方本科院校要给予学术力量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中的相

应地位,让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 (3)构建多元主体的质量协同治理机制。 多

元主体包括校内教师、学生,以及校外的企业、社区、家庭等,政府在规制层面可以建立第三方参与教

学质量评估制度,鼓励公众针对高校发布的质量信息开展研究,为地方本科院校提升质量保障能力出

谋划策。 地方本科院校可以在学校章程中明确各主体质量保障的地位和权责,制定可持续改进的信

息共享、治理协商机制与监督办法。 在文化—认知层面,凝聚师生对教学质量保障理念和方法的理解

与认同,构建多主体对院校质量保障的认知共享框架[15] ,构建一种“政府—高校—社会”三方协同共

治的质量文化。 (4)探索区块链技术应用的去中心化成果评价方式。 多主体的协同需要构建一个互

信的环境,然而,涉及的利益主体越多元,治理场域或情境越复杂,技术的赋能就越微弱[16] 。 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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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去信任、集体维护、可靠数据库等特点,有助于解决开放教育环境中学习成果的认

证难题[17] 。 学生正式、非正式学习或实践活动等取得的学习成果记录到区块链中,能够立体、动态地

展示学习历程,全面、客观地证明学习绩效。 区块链信息不可篡改的特性有效保证了学习成果的客观

公正,减少评估 / 评价中人为因素的影响,通过查询基于区块链的学习成果数据,外部评价机构或评价

人员可直接获取公正、客观的人才培养成效数据,同时有助于减轻高校办学成效自证负担。
   

(三)探索结构相适的质量保障体系
   

企业质量管理带来的启示是质量变革不能停留在技术与流程的改造上,重新设计它们的组织结

构是必要的[18] 。 地方本科院校多主体、多维度、多层次的内部质量体系建设,决定了其组织结构的变

革势在必行。 (1)质量体系的流程再造与组织结构重组。 质量理念上由工具导向向价值导向转变,
围绕促进学生发展,运用 PDCA 循环理念,对全校各层级教育教学流程从计划、执行到检查、处理 4
个质量环节进行重塑并形成闭环,构建多主体参与且能持续改进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开展与质量

流程相适应的组织变革,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运用,构建扁平化组织结构。 (2)认识“底部沉重”并做到

“底部承重”。 高校组织结构具有明显的松散耦合特点,高校组织的矩阵结构导致高校组织缺乏中心

权力,权力分散在基层。 涉及质量保障的各个环节应当更多发挥基层学术团体和专业教师的作用,将
质量管理的重心放在基层,增强基层组织的自主权,建设能灵活根据产业发展快速改变的基层学习型

组织,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教学与科研创造良好的条件[19] 。 (3)构建缓冲外部影响的组织结构。 地

方本科院校可以在与环境密切接触的机构与内部技术性部门之间构建缓冲,减少外部环境对内部教

学活动的影响。 一方面,设立校级质量管理机构,减少外部质量保障活动对院系技术活动的影响;另
一方面,明确二级单位质量职责、工作接口和工作机构,形成缓冲结构,减少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职能

部门对基层教学、科研活动的影响。
   

(四)塑造开放合作的数字教育生态
   

信息技术与教学的融合、教育数字化转型、智慧教学环境成为质量报告关注的热点话题。 高校作

为典型的制度性组织,教学和科研工作本身具有模糊性,常常被喻为“黑箱”。 信息技术赋能教学,为
揭开高校教学质量黑箱、解决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人才培养规模与质量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可能。 数

字技术赋能不仅能推动教学模式创新和教学方法优化,提升教学制度的合法性,还能为组织结构变革

与多元主体协同提供条件。 数字技术对教学的赋能需要从组织场域的视角构建多主体开放合作的数

字教育生态[20] 。 (1)营造开放智能学习空间。 高校质量保障的核心在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人才培

养质量的难点是解决班级大规模人才培养的弊端,实现人才培养个性化。 数字技术赋能教学质量的

关键在于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通过大数据技术为各专业人才的能力特征画像,助力人才培养方案的

改进和教学设计的优化。 运用数字技术贯通各类学习资源、教学信息,探索智慧教师、智慧学伴、智慧

学具、元宇宙校园等,构筑多元主体参与的学习生态圈,营造泛在的校园数字化学习环境。 (2)建立

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机制。 教学资源不足是制约地方本科院校发展的重要因素。 地方本科院校要利用

国家数字化教学平台或高校共建共享平台,探索与企业共建数字育人平台,提升数字资源利用效果。
加强规制建设,明晰数字化教育平台的目标、标准、权责、安全、伦理、权属、监督等机制,统一数据标准和

开放接口,消除各类数据孤岛,通过共建共享以促共赢互利。 (3)探索数字赋能质量保障新路径。 地方

本科院校需要探索构建质量管理大数据平台,实现对各种模态教学数据的自动采集和可视化呈现,从而

快速发现质量问题。 聚焦学生个体,对学生学业开展增值性评价,为教学质量改进寻找关键着力点。

参考文献:
[1] 　 张智光. 一流教学质量体系的系统性障碍与集成化再造[J] . 高教发展与评估,2021,37(6):108-118,124.
   

[2] 　 李志义,黎青青.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缘起与发展[J] .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3(6):9-15.
   

[3] 　 马凤岐. 我国高校教学质量管理中的僭越[J] . 大学教育科学,2020(2):97-104.
    

[4] 　 杨宾峰,冯启高,张社字. 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本位回归与路径选择:基于 2018 年本科教学质

量报告分析[J] . 职教论坛,2020(1):84-93.

·621·

重庆高教研究　 2025 年第 4 期 在线投稿:https: / / publish. cnki. net / / yxxy



   

[5] 　 毛建青,刘美佳,陈文博. 我国一流大学本科教学经费的支出规模与结构研究:基于 39 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

校《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分析[J] . 高校教育管理,2021,15(6):33-47.
   

[6] 　 刘永林. 五重困境下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政策应对[J] . 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39(1):46-51.
   

[7] 　 顾永安. 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论[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7.
   

[8] 　 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 . 王承绪,徐辉,郑继伟,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07.
   

[9] 　 姜朝晖,金紫薇. 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 重庆高教研究,2024,12(1):108-117.
   

[10] 王洪才,刘斯琪. 论高质量高等教育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J] . 重庆高教研究,2024,12(5):3-13.
   

[11] 张安富,张华. 高校教育质量治理:质量保障体系设计与运行[J] . 中国大学教学,2020(9):65-71.
   

[12] 陆根书,贾小娟,李珍艳,等. 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成效、问题与发展策略[ J] . 大学教育科学,
2020(2):90-96.

   

[13] 蒋华林. 关于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理论认识:基于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视域[J] .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22,28(4):83-94.
   

[14] 魏丽娜. “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欧洲高等教育内部质量管理框架及其思考[ J] . 重庆高教研究,2019,7(3):
119-128.

   

[15] 詹姆斯·埃文斯,威廉·林赛. 质量管理与卓越绩效[M] . 11 版. 中国质量协会,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545.

   

[16] 张海生. 人工智能赋能大学治理:多重效应与治理效能转化[J] . 重庆高教研究,2024,12(2):25-36.
   

[17] 黄贵懿.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学习成果认证管理系统研究[J] . 现代教育技术,2021,31(1):69-75.
   

[18] 詹姆斯·R. 埃文斯. 质量管理与质量控制[M] . 焦叔斌,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34.
[19] 张海生,张瑜. 多学科交叉融合新工科人才培养的现实问题与发展策略[J] . 重庆高教研究,2019,7(6):81-93.
[20] 百里清风,李昕琦. 数智化大学:内涵意蕴、主要特征与实现路径[J] . 重庆高教研究,2025,13(2):41-49.

(责任编辑:杨慷慨　 张海生　 校对:张海生)

The
 

Hotspots
 

and
 

Breakthrough
 

Points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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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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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s
 

the
 

mission
 

of
 

the
 

era
 

to
 

build
 

a
 

country
 

with
 

strength
 

in
 

education,
 

and
 

regional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shoulder
 

the
 

important
 

task
 

of
 

being
 

the
 

main
 

force
 

in
 

cultivating
 

undergraduate
 

talents
 

in
 

China.
 

To
 

explor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of
 

regional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taking
 

the
 

quality
 

issues
 

disclosed
 

by
 

universities
 

as
 

an
 

entry
 

point,
 

an
 

analysis
 

was
 

made
 

on
 

the
 

“ problem”
 

section
 

in
 

the
 

“ Undergraduate
 

Teaching
 

Quality
 

Reports”
 

of
 

558
 

regional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us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The
 

common
 

quality
 

issues
 

presented
 

by
 

regional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from
 

13
 

quality
 

elements
 

were
 

summarized
 

in
 

four
 

aspects:
 

quality
 

objectives,
 

quality
 

components,
 

quality
 

systems,
 

and
 

support
 

resources.
 

The
 

teaching
 

quality
 

information
 

reveals
 

that
 

the
 

information
 

on
 

teaching
 

quality
 

issues
 

in
 

universities
 

aligns
 

with
 

the
 

quality
 

assurance
 

requirements
 

of
 

higher-level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responds
 

to
 

expectations
 

of
 

social
 

development
 

for
 

university
 

quality,
 

adapts
 

to
 

changes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ls,
 

and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teaching
 

quality
 

assurance
 

capabilities.
 

The
 

resources
 

and
 

legitimacy
 

derived
 

from
 

the
 

organizational
 

field
 

environment
 

are
 

important
 

forces
 

driving
 

regional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to
 

improve
 

their
 

teaching
 

quality
 

assurance
 

level.
 

Addressing
 

the
 

quality
 

issues
 

of
 

region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reguires
 

breakthroughs
 

through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pecifically,
 

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a
 

resource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with
 

quality,
 

build
 

a
 

quality
 

culture
 

of
 

multi-agent
 

collaboration,
 

explore
 

a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with
 

appropriate
 

structure,
 

and
 

shape
 

an
 

open
 

and
 

cooperative
 

digital
 

education
 

ecology.
Key

 

words: regional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teaching
 

quality;
 

quality
 

breakthrough;
 

digital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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