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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校学生教学信息员队伍建设

胡雅玲

（广东白云学院　广州　510450）

摘　要：高校学生教学信息员队伍是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重要部分。通过教学信息员反馈信息的收集和梳理，能够更直接的看到课堂

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有效提高教学质量。本文阐述了高校学生教学信息员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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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information staff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chool’s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Through the 

collection and sorting of feedback information from the teaching information staff, we can more directly see the problems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process, 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eaching 

information staff,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高校学生教学信息员队伍是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和完善学校教

学质量监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基本任务是收集、整理与反馈

教学第一线信息 , 学校从教学信息员反馈的信息中，及时掌握教学

运行情况，为学校教学工作的改进及教育质量的提升提供有价值的

意见和建议，在反映教学动态、提升教学质量、做好学校教学质量

监督工作中发挥中关键的作用。

一、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建设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教师教学质量与教学水平的提升

学生教学信息员收集的信息具有及时性和直观性，通过收集

和整理学生信息员反馈的信息，并通报给相应的学院、行政部门及

任课教师，有助于促进教师教学质量的提高，加强学院对教师的重

点跟踪和培养。对教师来说，可以有效改进教学方法，站在学生的

角度上，了解教学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及时掌握教学动态，对于学

生未能理解的知识点，进行辅导，针对性解决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不断提高自身教学水平。对于二级学院来说，能够及时地了解

教师的上课情况，帮助学院对教师的培养，对经验不足的教师及时

进行指导，以优带新，互学共进，积极变革教学方法，从而更好地

全面开展教学工作，进一步提高教师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建立优

秀的教师队伍。

（二）有利于改进教学和管理服务

学生教学信息员反馈的问题不仅是教学一线的整体运行情况，

还有，有利于学校教学部门及时掌握教学运行和教学管理的状态，

为教学和管理工作的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充分发挥学生教学

信息员纽带作用，从而不断提高教学管理水平，强化了教学管理部

门、教师和学生间的互动监督，让学生积极能动地参与到教学环节

中来，保障了学生的参与权利。

（三）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激发学生的主人翁意识

教学信息员队伍的建设，搭建了学生参与教学管理的自主平

台，让学生积极能动地参与到教学环节中来，学生在上课过程中，

总会遇到一些会提，通过教学信息员反馈的平台，可以直接向授课

教师提出建议，授课教师可根据教学信息员反馈的意见做出适当的

调整与更改，从而促进知识的有效吸收，不仅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意识，构建了积极向上的良好学风。同时，

在反馈的过程中，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多方位思考的能力，增强

了学生的自信心和责任感。

二、学生教学信息员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学生教学信息员反馈的质量不高

通过对学生教学信息员反馈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分析，发现大

多数学生反馈的内容单一，反映问题的质量不高，主要集中在教师

教学方面，并且反馈意见的表达存在片面化、重复性。例如会出现

对不同课程的教师采取同样的表述，出现评语相同的情况，没有指

出教师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实质问题，流于形式主义，不利于相关职

能部门对信息的整理，降低了工作效率。有的学生对信息的反馈带

有自己的主观色彩，缺乏公正性，降低了反馈意见的真实性和客观

性，不利于教学管理人员对信息的梳理，难以把握问题的真实指向。

（二）学生教学信息员的重视程度不足

许多学生教学信息员未能充分认识到此项工作所发挥的作用，

没有形成良好的责任意识，认为此项工作只是简单的对教师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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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并且有些学生反映的内容不是教学过程中发生的，而是校园生

活的琐事，未能系统的、科学的全面了解教学信息员的制度，认为

参与教学信息员反馈工作是属于义务劳动，从而导致参与工作的积

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没有认识到此项工作的在教学管理过程中

的重要性，不能及时有效完成相关工作。

（三）对于信息处理的时效性较低

目前，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定期汇总学生教学信息员的

反馈情况，采用电子表格的方式分类整理后进行汇报，并转给各二

级学院与行政部门，但是对于学生反映的突发问题与紧急事件，不

能有效及时的得到解决，甚至会出现问题

积压，迟迟得不到解决的现象 。对相关二级学院与行政部门

的处理结果不能得到及时的跟踪，往往石沉大海，没有反馈的消息，

导致学生教学信息员得不到处理意见，容易导致工作积极性下降，

降低工作的热情。

三、加强高校学生教学信息员队伍建设的对策

（一）加强对教学信息员队伍的培训与管理

为提高反馈信息的高质量、高效度，发挥学生信息员民主管

理的作用，首先要做好对教学信息员的岗前工作培训，增加岗位认

同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学生教学信息员

自身的素质，培养信息员的责任心与担当意识，对教学管理的规章

制度进行充分了解，鼓励教学信息员形成敢讲实话、实事求是的工

作态度，促进教学信息员能够公平公正的反映问题，避免在工作过

程中，带有个人主义色彩。

每月定期举办学生教学信息员座谈会，搭建分享经验的平台，

为后续教学信息员工作顺利进行奠定基础，对过去一段时间内反馈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交流，分享工作中的有效方法与经

验的积累，对存在的共同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有利于提高学生教

学信息员工作的积极性与工作能力，增强团队意识，加强对教学质

量问题的思考。

（二）完善激励机制，激发学生教学信息员的工作热情

注重激励机制的运用，通过建立考核的评优标准，在学期期

末进行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表彰，评选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对在

工作中认真负责的教学信息员进行表扬，并颁发奖品和证书。同时，

对于工作态度敷衍了事，未能履行工作职责的教学信息员，应当要

对其采取警告或解聘，对学生教学信息员进行动态管理，有助于学

生教学信息养成脚踏实地、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从而营造出积极

向上的氛围。

（三）构建闭环信息反馈机制，拓宽反馈渠道

保持双向畅通的信息反馈机制，对收集到的教学信息员的反

馈信息，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需要进行挑选、分类、反馈、跟

踪。并及时下达给各二级学院与行政部门，督促二级学院、行政部

门提供问题的处理结果，形成实时闭环信息的反馈机制，有利于做

好学校教学质量监督，提高学校教学管理水平的，形成良好的教风

与学风。

为解决紧急或突发问题，更好地完善信息反馈机制，可以为

教学信息员提供紧急信息反馈渠道，如 QQ 群、微信群、办公电话、

评价系统等方式，有助于快速获取反馈问题，并及时有效解决，优

化教学管理部门的信息处理能力。

（四）提高对学生教学信息员身份的认同度

加大学校的宣传，使全校师生充分了解教学信息员的地位与

作用，认识到学生信息员积极宣传学生教学信息员参与学校工作的

力度，在反映教学动态、提升教学质量、做好学校教学质量监督工

作中发挥中关键的作用，对学生教学信息员的角色定位及工作职责

给予重视，肯定学生教学信息员的身份和作用。对学生教学信息员

的思想进行引导，提高教学信息员对自身工作的认同，充分认识自

身价值，使教师和学生形成互相促进的关系，进一步提高学生信息

员在提升教学质量工作中的地位与影响。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设学生教学信息员队伍对于教学质量和教学管

理水平的提升有重要意义。通过实践发现，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建

设是一直处于动态的过程，在实施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需

要我们不断加以创新和完善机制。因此，我们应该针对这些问题不

断总结，加以完善，促使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能够在高校的教学质

量和评价体系中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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