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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和教学过程质量监控办法（2019） 

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是教学过程质量监控的核心，也是专业毕业要求达成评价

的依据。为了保证学院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同时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合理评价

和考量，确保对学院教学过程做到全方位质量监控，在“关于修订印发聘期考核

办法 （修订） 》的通知”（校发〔 2019〕18 号）的框架体系内制定本办法。 

一、 专业必修理论课程授课师资选聘办法 

1. 实行小班化授课，每门专业必修理论课程的授课教师数量原则上应与招生

班级数量一致。 

2.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每四年一次大修后，面向全院教师选聘课程体系必修理

论课程的授课师资，组建新的课程组，每门课程设1名课程负责人，原则

上应具备高级职称。 

3. 新进教师入职后必须选认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为授课导师，并担任助教；

第一年度考核期，不参与讲授必修理论课程，授课前听课至少满32学时。 

4. “非升即走”聘期内的教师，讲授必修理论课程门数不超过1门。 

5. 每名既从事教学工作又承担科研项目的教师，讲授必修理论课程门数，原

则上不超过2门。 

6. 聘期4年，特殊情况可微调。 

二、 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和教学过程质量监控细则 

1、 课程讲课修正系数和教学质量系数 

按照学校文件（校发〔 2019〕18 号）教师业绩积分计量办法，课堂教学

时数M=N×K1×K2，其中，N为实际授课时数，K1为讲课修正系数（取值

1~2），K2为教学质量系数（取值0.5~2），这里K1=ΠK1i（i=1，2，3），

K2=ΠK2j（j=1，2，3，4）。 

1）对于专业培养方案中的所有必修课程（含理论和实践），K11取1.2，其



他课程的K11取1； 

2）对于双语课程，K12取1.2，非双语课程的K12取1； 

3）对于全程英文授课和考核的全英文课程，K13取1.2
3
，其他课程K13取1； 

2、 课程教学大纲制订审核 

每门必修课程（含理论和实践）成立课程组后，由课程负责人组织任课教

师制订课程教学大纲，教学大纲所制定课程目标需能够有效支撑专业毕业

要求，并且课程组每年能够根据上一轮课程教学中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对课

程教学大纲中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考核内容及

评分标准等进行持续改进。课程教学大纲由学院教育质量监控工作组负责

审核，审核通过后，该门课程的K21取1.2，否则K21取1。 

3、 必修理论课程考核环节 

每门必修理论课程要合理设置考核环节，对于48及以上学时的课程，必须

设置测验、大作业或者期中考试等方式的形成性评价考核环节（或者平时

作业10次以上并且全部批改），并明确成绩构成。每门课程考核应实行统

一命题，并集中流水阅卷。考核前，课程负责人需要填写“本科生考核命

题质量审核表”，并由学院教育质量监控工作组进行审核。对于具有形成

性评价环节且考核形式符合要求的课程，经学院教育质量监控工作组认定

后，该教学班课程的K22取1.2，否则K22取1。 

4、 课程质量持续改进 

每门必修课程（含理论和实践）考核结束后，课程负责人需组织任课老师

根据学生考核结果进行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并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进行

定量和定性对比分析，总结经验教训，提出课程质量持续改进方案，作为

课程教学大纲修订依据，并撰写“东南大学课程小结表”，由学院教育质

量监控工作组进行审核。对于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过程合理完整的课程，

K23取1.2，否则K23取1。 

5、 教学过程质量监控 

1） 对各授课环节（含理论、实验和实践课程）进行听课督导，学院领导

每学期不少于2次，本科教学督导组每学期8~10次，并填写《东南大学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 



2） 学院本科教学督导组对每门课程的教学日历进行检查和评价，对课

程的阅卷质量、毕业设计等考核情况进行抽查和评价； 

3） 教学院长每学期期中组织本科生座谈会，对任课老师的课程教学质

量进行调查反馈，每学期期末查看学生对教师的网上评教结果，并重点

关注评教成绩靠前和靠后任课教师的课程教学质量； 

4） 学院教育质量监控工作组综合以上多方评价，并结合学校督导组听

课反馈以及教务处课堂录像抽查评定和教学事故认定结果，给出具体

教学班课程的K24在0.5~1.2间的取值。 

 

根据实际情况，文件中相关数据会进行动态调整或优化，以前相关规定不再

执行。本文件的最终解释权在学院教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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