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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培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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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申报书内填写的内容，所在学校负责审核，所填内容

必须真实、可靠，如发现虚假信息，将取消该项目的

参评资格。

2.申请书为 A4 幅面，于左侧装订。

3.项目类别为：A、教学改革 B、教学管理 C、综合改革

D、其他项目，根据项目内容选填一项。

4.在“申报学校意见”一栏中，应明确该项目对学科专

业发展的贡献以及学校在人员、时间、条件、政策等

方面的保证措施和对配套经费的意见。

5.所有签字不得用打印字和印刷体代替。

6.各级单位意见务必加盖公章，否则推荐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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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表

项
目
简
况

项目名称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信息化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探索与研究

项目类别 教学管理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席晅
性
别

男 民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66 年 5 月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教授/教务处
副处长

最终学位
/授予国家

学士学位/中国

联系电话 13993352980 电子邮箱 673689177@qq.com

通讯地址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柳湖中段 195 号甘肃医学院

主
要
教
学
工
作
简
历

时 间 课 程 名 称 课程类别
授课
对象

学时

2019.03-

2019.09

《生理学》

《机能实验学》

专业

基础课
本/专科 322

2018.03-

2018.12

《生理学》

《机能实验学》

专业

基础课
本/专科 573

2017.03-

2017.12
《生理学》

专业

基础课
本/专科 557

2016.03-

2016.12
《生理学》

专业

基础课
本/专科 351

2015.03-

2015.12
《生理学》

专业

基础课
本/专科 227

2014.03-

2014.12
《生理学》

专业

基础课
本/专科 252

主要教
学研究
与获奖
情况
（含项
目参与
人员）

项目名称
主持人

（本人排名）
立项时间

结项
时间

获奖情况
及时间

《“教学、实践、科研、

临床”四位一体的医学

遗传学教学体系建设

探索与实践》

参与

（3）

省级一等奖

2018.06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

革与质量工程-《医学

遗传学》

参与

（2）

省级精品资源

共享课

2018.07

《甘肃省手足分裂畸》

（SHFM）家系分析及分

子遗传学研究》

参与

（3）

甘肃省高校科

技进步奖

三等奖

（2014.09）

胃癌易感基因临床筛

查鉴定体系的建立与

应用

参与

（2）
2017.12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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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
学研究
与获奖
情况
（含项
目参与
人员）

项目名称
主持人（本
人排名）

立项时间
结项
时间

获奖情况
及时间

医学生创新思维和临

床实践能力培养的医

学遗传学教学改革与

实践研究

参与

（2）
2016.01 2018.11

甘肃省 1611 例居民二

孩生育观的调查研究

甘肃省第十一

届“挑战杯”大

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

一等奖

（2017.07）

《文选》汉赋单音同义

词义位考释

参与

（2）
2016.12 2018.11

陇东地区幼儿教师专业

能力现状的调查研究

参与

（2）
2016.06 2018.05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医

学院校大学生幸福教

育研究

参与

（2）
2017.12 2019.12

优秀

2019.12

项
目
组
成
员
⌒
不
含
负
责
人
）

总人数 高级 中级
初

级
博士后 博士 硕士

10 5 5 0 0 0 7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专业

技术职务
工 作
单 位

主要
研究领域

项目中
的分工

签 字

杨新丽 女 1986.10

讲师

教务处质控科

副科长

甘肃医学院
护理教育

教学管理

项目设

计、实施

彭金芳 女 1981.12

讲师

教务处综合科

副科长

甘肃医学院

汉语言文学

教育

教学管理

组织

实施

闫香百 女 1988.06
讲师

教务处干事
甘肃医学院

课程与教学

论音乐教育

教学管理

信息

收集

冯燕茹 女 1987.12
讲师

教务处干事
甘肃医学院

计算机应用

教学管理

统计

分析

谢文美 女 1982.02
副教授

教务处干事
甘肃医学院

医学遗传学

教学管理

信息

收集

蒲文静 女 1982.09

副教授

继续教育综合科

副科长

甘肃医学院

营养与食

品卫生学

教学管理

统计

分析

李宏 男 1983.02
讲师

教务处干事
甘肃医学院

药学

教学管理

信息

收集

霍正浩 男 1958.10
教授

教育总督学
甘肃医学院

医学遗传学

教学管理

项目

指导

李伊平 女 1962.06 副研究馆员 甘肃医学院 教学管理
信息

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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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项依据（1500 字以内）

1．项目的研究意义、现状分析；

2．与本项目相关的教学改革工作积累和已经取得的教学改革工作成绩；

3．学校已具有的教学改革基础和环境，项目对学科专业发展的贡献，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

（含有关政策、经费及其管理机制、保障条件等，可附有关文件或说明），尚缺少的条件和拟

解决的途径。

1.项目的研究意义与现状分析

教学质量是高校的生命线，而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建设既是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

要求，也是学校坚持“以本为本”，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目前，国内各大高

校积极致力于基于信息化的教育教学质量监控平台建设，不断增强教学质量监控的

过程性、闭环性，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监控的科学性、有效性，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教学质量监控平台已成为体现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校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作为新建本科院校，受各方面条件制约，信息化建

设基础薄弱，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基本建立了基于本科教学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但信息化程度不高，监控和评价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和反馈效率低，监控与评

价方式单一，信息利用度不高，发挥的作用也有限。

在当前“信息化”“大数据”背景下，如何应地制宜探索构建经济实惠、高效

稳定的信息采集平台，为进一步对接基于大数据的教学管理模式奠定基础是学校亟

待解决的问题，对提高新建本科院校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因此，开展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基于信息化的教学质量监控平台的探索和构建必

要且必需，同时，也可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新建本科院校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2.与本项目相关的教学改革工作积累和已经取得的教学改革工作成绩

问卷星平台拥有数据采集、存储、整理、分析和反馈等多项功能，具有稳定便

捷、高效实惠的特点，目前已有 7144 万用户在问卷星上采集分析了 55.27 亿份数

据资料。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监控的有效性和效率性，2019 年 11 月，我校引入了问卷星

企业版，2020 年 3 月升级为尊享版，年费仅为 8800 元。该平台不需要指派专门平

台维护人员；支持多种题型录入，方便学校根据实际需要自行研制评价表；支持每

小时百万人访问，实现访问不拥堵；自带条形图、柱状图、折线图、雷达图和 SPSS

统计分析等丰富多样的描述性统计与推断性统计功能，方便数据使用者进行分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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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平台能自动生成分析报告，方便使用者分享和结合需求撰写相关报告。

目前，我校已构建了多用户管理体系（学校与二级院系的数据采集分析平台），

截止目前，在问卷星上发放和回收 95938 份问卷，其中教学督导 74 份、教学信息

员 1078 份、学生评教 78712 份、线上学习质量调查 15724 份、线上教学质量调查

216 份、签到 134 份，问卷星平台在此次疫情防控延期开学期间更是发挥了重要的

积极作用。

结合平台采集数据，教务处工作人员及时分析处理有效信息，根据调查结果，

撰写教学督导报告、学生评教结果报告、线上教学质量报告和线上学习效果报告等，

及时反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督查切实督促相关部门整改落实，取得了较好的

教学质量监控效果，受到学院上下的一致好评。

3.学校已具有的教学改革基础和环境，项目对学科专业发展的贡献，学校对

项目的支持情况

2018 年 8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

明确要求本科院校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以制度建设保障高校整体提升，

规范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推进管理重心下移；2019 年 4 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

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要求建立健全自查自纠的质量保

障机制并持续有效实施，指出这是“一流专业”建设的必备条件。由此可见，当前，

完善学校内部治理体系，充分调动校院两级办学积极性，让学校基于持续改进的质

量保障机制能层层落实，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将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

间本科院校建设的重点工作。

学院领导班子高瞻远瞩，重视建立健全信息化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和评价机

制，要求加强二级院（系）教学过程的实时有效监控和评价，压实二级学院在人才

培养中的主体责任，不断推进我校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和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为全面提升学校教学质量监控的效能，学校购买了问卷星尊享版的使用权，能

实现构建多用户管理体系、单份问卷答题量 20 万次、360 度评估、教学评估等全

部功能，满足学校各种教学质量监控分析报告撰写的数据需求。通过问卷星平台，

二级院（系）可及时了解数据状态和信息分析结果，研判各专业教学过程中取得的

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和不足，制定整改措施，力助规范教学管理，推进教

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的医疗卫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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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方案及实施计划（1000 字以内）

1．具体改革内容、改革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2．实施方案和具体实施计划（含年度进展情况）。

1.具体改革内容、改革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改革内容

构建基于问卷星平台的校院两级教学质量监控，实现教学督导、领导干部听

课、同行听课评价、教学信息员和学生评教的信息化监控与评价；强化二级学院

在教学质量监控过程中的作用，为二级院系教学管理、教学改革提供科学依据，

推动专业自我评估；构建持续改进的闭环式信息化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为管理决

策提供客观科学依据。

（2）改革目标

结合国家相关要求和我校发展目标，构建由教学督导、领导干部听课、同行

听课评价、教学信息员和学生评教组成的信息化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3）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结合各专业质量标准和专业认证标准完善教学督导、领导干部听课、同行听

课评价、教学信息员及学生评教制度，改进教学评价的内容和维度，用科学合理

的评价标准，通过问卷星进行数据采集、分析、存储与追踪，进而规范教学管理，

引导教师的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2.实施方案和具体实施计划

（1）实施方案

教务处和教学督导组成员根据各专业教学评估标准和专业认证标准，结合

学校发展目标和教学实际建立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研制相关评分标准，通过

问卷星进行数据采集、分析、存储与追踪；不断研讨、总结信息化教学质量监控

体系的评分标准和运行机制，力争通过两年的建设，形成实用、科学合理、操作

性强、符合学校发展的信息化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2）具体实施计划

2020 年

5.10-6.30 查阅资料，组织人员研讨与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7.1-7.15 开展教师与学生对相关制度观测指标意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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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8.31 组织教学督导组查阅资料和研制相关评价表。

9.1-10.10 组织教师与学生代表研判评价表，并组织教学督导组修

订，进行网络版评价表设计。

10.11-10.31 对网络版评价表进行预实验，根据意见进行改进。

11.1-11.15 对改进的网络版评价表进行再次预实验，不足之处加以改进。

11.16-11.30 培训二级院系教学管理人员平台使用方法，并将最新网络版

评价表上传至问卷星校院二级数据采集平台。

12.1-12.20 组织教师评学、学生评教和结果反馈。

12.21-12.31 开展平台使用满意度调查。

2021 年

1.1-2.20 结合满意度调查结果和整体实施情况撰写总结分析报告。

2.21-3.15 组织课题组和教学督导组成员再次优化评价表和平台运行

机制。

3.16-6.20 将优化后的评价表再次投入使用。

6.21-6.30 开展平台使用满意度调查。

7.1-8.15 结合满意度调查结果、两学期各评价表的结果和整体实施情

况，分析教学质量持续提高效果撰写总结分析报告。

8.16-12.31 根据总结分析报告，继续优化教学质量监控体系，逐步完善

成稳定实用、科学合理的信息化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2022 年

1.1-3.15 总结经验，撰写发表相关研究论文。

3.16-5.10 分析总结并撰写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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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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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的推广应用效果（1000 字以内）

1．项目预期的成果和效果（包括成果形式、完成时间、实施范围、受益学生数）；

2．本项目的主要特色和创新之处。

1.项目的预期成果和效果

（1）通过检索文献、收集资料、召开教学督导组专题讨论会等形式，探讨教

学质量监控体系的运行机制，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结合各专业评估标准和认证标准

研制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相关评价表。

（2）通过问卷星进行教学质量相关评价表的发放、回收与反馈，检验教学质

量监控体系各制度相关评价表的合理性和运行机制的合理性与实用性，并在试行过

程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3）通过对督导组、校领导、二级院（系）相关教学管理人员和教师、学生

开展“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系统操作便捷性和实用性”调查；不断完善相关评价表

和运行机制。

（4）及时总结经验，完成教学管理论文的撰写，供同类院校参考借鉴。

（5）撰写项目结题报告。

2.本项目的主要特色和创新之处

运用问卷星构建适合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新建本科院校的信息化教学质量监控

平台，经济、方便、实用；注重了二级院（系）在教学质量监控中的作用，使其能

更准确、更及时、更全面地掌握人才培养的过程，帮助决策者对过程中产生的偏差

做出更精确和客观的判断，从而制定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培养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可作为学校各类评估的重要依据，推动校内专业的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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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经费预算

序号
经费开支科目

（含配套经费）
经费预算依据及理由

金额

（元）

1 购买问卷星尊享版 按 8800 元的年费购买平台使用权 17600.00

2 管理费、税费 按学校科研经费管理相关规定执

行（5%-10%）
1500.00

3
科研业务费 资料下载、论文发表的版面费、参

加学术会议、调研、专题讨论会等 10900.00

以上预算经费合计（元） 30000.00

年度预算
经费开支科目

（含配套经费）
经费预算依据及理由

金 额

（元）

第一年
购买问卷星企业版、

科研业务

按尊享版购买年费标准和1年4次

专题讨论等计算
15000.00

第二年
购买问卷星企业版、

科研业务费

按尊享版购买年费标准和1年4次

专题讨论等计算
15000.00

其它经费来源 无

六、项目支撑材料清单

1.项目成员主要教学研究与获奖情况佐证材料（必须提供）

（获奖文件、证书等，见支撑材料）

2.项目负责人近两年开设的课程（必须提供）

（教务系统截图须至少包含课程编码、选课编码、开课时间、授课教师姓名、选课

学生等信息，见支撑材料）

3.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必须提供）

（含有关政策、制度、经费等文件，见支撑材料）

4.其他材料，不超过 5份（选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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