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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六卓越一拔尖”计划提出以来，已然应用到高校各专业，以期培养社会需要的创新卓越人才，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高校的教学质量

直接影响其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而影响着高校长期发展与社会影响力。教学质量的提升过程中，构建完善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

节，本文主要对完善护理学专业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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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教育部、中央政法等 13 个部门联合启动“六卓

越一拔尖”计划 2.0，所谓“六卓越”指卓越工程师、卓越医生、

卓越法治人才、卓越教师、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和卓越农林人才的卓

越人才培养计划；“一拔尖”重在基础学科拔尖培养计划，旨在培

养多学科交融的科研创新人才。为贯彻落实《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

划（2016-2020 年）》，以需求为导向，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1]，大力

缩短护理学专业学生毕业后与护士岗位衔接的时限，节约社会教育

资源，为临床储备一批实践能力较强的护理人员，促进护理专业的

发展[2]。本文深入研究当前护理学专业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困

境，思考其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路径在当下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

义。 

1 四位一体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搭建困境分析 

1.1 管理保障构建的困境分析 

部分高校的教学管理仍沿用传统的管理模式，传统管理模式与

当前市场需求适配度较低。一方面，管理者忽略以人为本的管理逻

辑，对教育发展的迭代更新缺少了解，仍然沿用落后的管理手段；

另一方面，部分领导与时俱进方面有待改善。教学管理的艺术在于

从大局出发，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从而做出合理决策。部分应用

型本科高校仍然有部分领导者坚持“一言堂”的作风，这不能保证

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 

教学管理的制度有待完善。整体而言，现阶段部分院校尚未构

建全方位、多角度的教学管理制度，管理职责不明确的情况仍有发

生，教学管理的全面性有待提升。因为缺少教学管理的制度保障，

教学质量也未能得到保证。最后，教学管理队伍建设落后。近年来，

部分领导或是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高校的教学管理工作，大多数的

教师未能参与到教学管理中，教学管理的创新性有待提高。 

1.2 执行保障构建困境分析 

教学执行保障主体单一。学生、社会、教师等是教学执行保障

的不同主体，但现阶段很多高校在执行保障的构建中仍然只注重教

师的参与，忽视了多主体参与。教师教学过程中不忘突出学生主体

的地位，并且及时与对应专业的就业单位和科研单位进行沟通，以

强调社会主体的参与。学生主体和社会主体的缺失都会使得教学质

量执行保障无法有效构建。 

2 四位一体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搭建路径 

2.1 在管理保障的构建路径 

提升管理者能力，加强教学质量管理领导保障体系建设路径[3]。

一方面应密切关注国内外教育发展动态、教育教学背景，以“他山

之石”不断完善本校人才培养方案，扩大办学规模设置、专业设置

等。另一方面，高校应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深入了解教育教

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之上，以行业标准理论为依据，将理论与院校学

生实际情况相结合，构建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与此同时，高校应

改革传统的领导作风，提高决策能力以保证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 

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的教学质量管理制度。一是完善教学质量

方针及目标、职责和权限等教学质量标准体系；二是完善教学质量

管理制度，对质量目标、权责评价等的反馈与处理依赖于质量监控

与激励制度的建设；三是制定针对性强的执行方案及操作流程以完

善教学质量管理运行流程。从横向层面看，应重视加强教学计划、

教学运行、教师队伍的管理等，让教学质量的管理落到实处。 

教学管理队伍建设为教学质量保驾护航。加强教学管理人员的

学习能力，以政策倾斜调动教学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教学管理

队伍中教学管理人员的能力都应满足教学管理的需求。同时，应为

管理人员提供充足的集体学习、交流的机会，解决教学管理人员参

与教学管理工作创新性不足的问题。 

2.2 在执行保障的构建路径 

多元化的执行主体执行保障。多元化主体包括常规主体、专家

主体和学生主体三大主体。其中常规主体由院校、院系、教研室三

个方面构成，各司其职、相互协作。专家主体由院校教学指导委员

会、学术委员会、教学监督委员会等构成，从专业层面监督、检查、

评估院校教学工作，为教学工作的专业性提供保障。 

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结合，完善实践实训教学体系的构

建[4]。院校可与校外实践实训基地建立长期的合作，为学生提供更

多的假期顶岗实训机会。同时，院校可与地方企业联合培养人才，

搭建完善的校企合作平台。 

重视师德建设工作。专兼职教师之间加强交流合作，院系注重

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另一方面，院系应积

极鼓励教师参与学校研究所、实践基地等科研、实践工作。身正为

范，学高为师。师德建设工作也十分重要，院系应该规范教师的日

常行为，加强师德建设。 

2.3 在监控保障的构建路径 

教学质量的保障需要完善教学检查与监督队伍。院校应构建一

支由业界和学界共同协作的教学检查与监督队伍，以保证教学得到

全面检查与监督。此过程中不可忽视活动的场地监督，并加强内容

的动态检查与监督。 

多元化的考核机制。在考核过程中，建立实践教学环节考核标

准，规范考核指标。不忘考核方法的更新迭代，摒弃教师对学生评

价的单一指标。学生自评加强学生学习内驱力，学生互评不仅能让

学生客观看待自身学习状况，并能够科学评价他人的学习行为。同

时，鼓励学生学习技能并取得相关证书认证，适应社会对高级人才

的认证需求。高校应将学生的证书认证作为期末综合测评的重要参

考，对于取得相应证书的学生，院校可给予一定的学分奖励，以此

鼓励学生积极学习相关课程。 

实现职业能力本位评价，构建个性化的评价系统。应用型高等

教育的重心在于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型人才。重视突显能

力本位教学评价体系的建构。档案袋评价法是一种可行之法，不仅

可以及时归纳和整理学生的学习情况，记录学生的实践作品，也为

个性化长期监控教学活动评价积累素材。 

2.4 在反馈保障的构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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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在教学过程中要以教务处为信息反馈中心，重视课内理论

知识和课外实践的反馈，以期构建完备的过程质量反馈系统[5]。该

反馈系统以实现信息的交叉反馈为目标。教学系统学生匿名评教，

教师对学生汇报进行评学、专家监督等多种渠道构建，主体不仅包

括教师、学生，还应关注相关管理人员，反馈网络包括学校日常教

学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院校在接收信息后对信息进行整理、筛选、

分析，并及时反馈给各个层面，发现问题并及时修正问题。同时，

为了保证信息的全面性，应用型本科高校也可综合利用现代信息化

网络系统，搭建电子信息收集与整理平台。教学质量对于本科高校

的教学十分重要，高校教学质量的反馈具有自身的特点，所以构建

完善的教学结果质量反馈系统同样重要。教学结果质量信息的反馈

方法可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更新。院校对毕业生就业信

息登记留档，对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等方式也可实现教学结果质量

信息的反馈。值得注意的是，在搜集毕业生信息时，可用问卷调查

的问题互证等方法辨别所搜集的资料的真实性。 

综上所述，为社会培养呼吸学专业人才是高校教学质量的现实

体现。培养应用型人才需要从现实出发，以各类教育资源为抓手寻

求发展。这不仅满足了培养应用型技能人才的需要，着眼于高校的

长远发展，更是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李嘉慧,韩琳琳.基于“六卓越一拔尖”视角河南省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J].科教文汇(上旬刊),2020,(05):10-11. 

[2]林健.面向“六卓越一拔尖”人才培养的挑战性学习[J].清华

大学教育研究,2020,41(02):45-58. 

[3]祝利芳.应用型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J].科技创业月

刊,2021,34(08):128-132. 

[4]杨焓,曾武华.应用型高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之路[J].

韶关学院学报,2021,42(02):29-33. 

[5]苏清芳.应用型本科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构建研究[J].继续

教育研究,2021(02):143-145. 

作者简介:张博（1988.10—），女，汉族，籍贯：山东枣庄人，

商丘工学院医学院，讲师，硕士学位，专业：护理学，研究方向：

护理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