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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高校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中，教学信息员制度通过发挥学生主体作用，选拔一定比例的学生代表定期向教

学质量部门反馈教学信息，从而达到不断促进教学质量提升的目的，这一制度日益成为高校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基于此，论文通过对教学信息员制度相关研究进行回顾与整合，梳理教学信息员制度研究概况与进展，明确教

学信息员制度的研究现状，从而为教学信息员制度实现可持续良性发展提供研究建议与意见。

Abstract: In the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and security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teaching information officer 
system by playing the main role of students, select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regularly to the teaching quality 

department feedback teaching informa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onstantly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this system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and	security	system.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reviews	and	integrates	related	researches	on	the	teaching	information	officer	system,	sorts	out	the	research	overview	and	progress	of	

the	teaching	information	officer	system,	clarifi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teaching	information	officer	system,	and	provides	research	

suggestions	and	opinions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benign	development	of	the	teaching	information	offic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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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世界宣言》要求各

个国家和高等学校的决策者“把学生及其需要作为关心的重

点；把学生视为教育改革主要的和负责的参与者，包括参与

教育重大问题讨论、评估、课程及其内容改革，制订政策与

院校管理等等”。2017 年教育部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

生管理规定》第六条，对学生在校期间的权利做出明确规

定，“学生在校期间依法享有在校内组织、参加学生团体，

以适当方式参与学校管理，对学校与学生权益相关事务享

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2019 年教育部在

《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

见》中指出，在全面推进质量文化建设中，全面落实学生中

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先进理念。由此可见，学生作为

高等学校的主体，不仅是学习的主体，在高校教学管理、教

学质量提升等方面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么，在教学质量

监控与保障体系建设方面，教学信息员制度便是学生参与教

学质量工作的特色实践。学校教学质量部门通过建立教学信

息员制度，选拔一批学生代表组成教学信息员队伍，由教学

信息员队伍通过日常收集学校课堂教学、教学条件、教学设

备以及教学环境等各类信息，定期进行教学信息反馈，从而

为学校教学质量提升建言献策。所以，教学信息员制度的落

实质量对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的发展与完善至关 

重要。



88

2 教学信息员制度完善了教学质量监控与保
障体系

作为学生参与教学管理、反馈教学信息的重要渠道，各

高校纷纷对教学信息员制度进行理论探索与制度实践。在理

论研究中，大部分研究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围绕某一高校

教学信息员制度的实践情况展开分析，在研究分析过程中一

致强调了教学信息员制度对高校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

的重要性。

其中较早对教学信息员制度展开研究的是董跃娴，以北

京农学院为例，明确指出为了及时掌握教学运行动态和反馈

学生对教学工作以及学生学习情况的意见、建议，不断提高

教学质量，通过建立教学信息员制度的方式为教学质量的提

升提供学生反馈渠道 [1]。

接着刘祥娥以青岛化工学院为例，详细论述了建立教学

信息员队伍的必要性以及教学信息员队伍在高校教学质量

保障方面的重要作用，明确提出实施教学信息员制度，建立

教学信息反馈网络，是提高教学质量、做好教学管理工作的

有效方法之一 [2]。

随后，关于教学信息员制度的研究不断丰富，孙新从理

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教学信息员制度进行深刻分析，全面论

述了教学信息员制度在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

用，提出教学信息员制度的建立对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完善

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是高校实施教学质量监控

的重要措施 [3]。

孙德茹、刘桂结合教学信息员制度，明确提出教学信息

员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教学思想观念的转变，完善教学管理机

制和提高教学管理水平，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管理工作的积极

性，是学校教学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4]。钱

春富、冯伟强在对教学信息员制度进行制度追溯以及存在的

法理原因分析中，指出教学信息员制度是高校建立内部治理

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构件，是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重要力

量，体现着学校民主管理和依法治校的水平 [5]。倪莉从教学

质量监控视角出发，对教学信息员制度的重要作用进行分

析，认为学生信息员作为高校教学的主体之一，发挥学生信

息员制度有利于从学生视角收集教学的一手信息，促进学校

教风、学风的建设，从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切实完善教学

质量监控体系 [6]。

总而言之，教学信息员制度的建立，在贯彻“以学生为

中心”教育理念，鼓励学生参与教学管理的同时，这一制度

更是成为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助力

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要素。

3 教学信息员制度营造了良好的教学质量环境
在教学信息员制度的研究中，大多研究以一所高校教学

信息员制度实践为依托，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分析教学信

息员制度在实践情况中为教学质量所做的贡献。

敖钰锋等人以南昌航空大学为例，在对教学信息员制度

的实践研究进行分析过程中，强调教学信息员制度的实施促

进了教学管理水平、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以及优良学风的 

发扬 [7]。

黄超在对高校学生信息员制度进行实践研究过程中，以

数据事实为依托，得出学生信息员制度的实施对教师教学能

力的提升、教学条件的改善、优良学风的形成以及教学安排

的合理性等方面产生良好效果，对于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

升具有重要作用 [8]

苏翠红以玉林师范学院为例，在对教学信息员制度实践

效果进行分析中指出教学信息员制度的实施对提升课堂教

学质量，促进“教”与“学”的结合、推进课程改革，促进

教风学风建设以及促进教学管理，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具

有积极影响 [9]。

马红红从高校教学信息员制度的具体作用出发，对高校

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的落实效果进行探索与研究，发现学生

信息员制度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优化教学管理以及锻炼学

生能力，对于高校教学质量、教学管理产生良性影响 [10]。

所以，综合教学信息员制度优势的研究成果，教学信息

员制度所带来的制度优势一方面锻炼了学生参与教学管理

的能力，推动课堂教学水平与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另一方

面促进了良好的教风与学风的形成，可以说教学信息员制度

从微观课堂教学层面到宏观教风学风建设层面，为教学质量

的改进与提升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与文化土壤。

4 教学信息员制度对教学反馈质量具有一定
削弱作用

作为高校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

学信息员制度在落实过程中为教学质量带来制度优势的同

时，在落实效果方面与理想效果具有一定的差距，并遇到了

一定的发展瓶颈，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4.1 教学信息员队伍建设水平有待提升
教学信息员队伍作为教学信息员制度的发展主体，整体

队伍的建设水平影响着教学反馈的质量。在相关研究中，赵

志敏通过对教学信息员制度的实践状况分析，反映出教学信

息员制度存在着教学信息员统一管理难度较大、教学信息员

的能力素质参差不齐、部分教学信息员对自身的工作价值认

同度较低等不足 [11]。倪莉通过调研分析，认为教学信息员

制度实行过程中主要面临教学信息员自身建设与组织管理

难题，具体表现在部分教学信息员工作积极性与工作热情不

高，提交信息反馈不及时，反馈的教学信息质量较低；教学

信息员队伍工作机制不健全，制度执行与落实不到位，队伍

管理模式较为松散 [12]。梅淑贞通过对天津工业大学学生信

息员制度实施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制度运行中存在着信息员

工作积极性不高，信息反馈不及时，反馈信息较为单一甚至

存在失真情况，问题处理落实不到位等不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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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息反馈落实效果不佳
在教学信息员制度发展中，制度的落实需要教学信息员

提供信息反馈外，教学质量部门对于反馈的教学信息的处理

与落实跟进成为落实教学信息员制度的关键环节。

然而，马朝珉在对全国八十多所高校的学生信息员制度

的实际运行进行调研中，总结出该制度在运行中存在着工作

吸引力不足导致学生信息员工作积极性不高，角色认知不清

晰、宣传工作不到位导致部分教师管理人员不理解，培训的

缺乏导致学生信息员反馈质量不高，反馈信息处理机制的不

连贯导致问题解决缺乏有效保障等问题 [14]。

4.3 反馈机制不健全
在整个教学信息员工作机制（图 1）中，教学信息员反

馈教学信息后，教学质量部门分类整理反馈信息，并向专门

的职能部门进行反馈，职能部门进行改进后将反馈结果反馈

至教学质量部门。

图 1 教学信息员信息反馈工作机制

然而，在教学信息员制度的实际运行中，王芳通过课题

研究，探讨学生信息员教学反馈机制运行状况时，认为学生

信息员教学反馈机制存在运行不畅等不足，具体表现在学生

信息员反馈质量不高，信息反馈滞后，包括信息员反馈信息

以及教学质量部门向相关职能部门的反馈时效较慢，以及信

息反馈呈单向发展，闭环机制运行不健全 [15]。马红红在对

教学信息员制度进行分析中，指出由于教学管理人员与学生

教学信息员信任度不高、教学信息员队伍管理较为松散等原

因，使教学信息员制度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着教学信息员队伍

建设水平不高、反馈信息的质量较低、信息反馈不及时、反

馈机制不健全等难题，致使教学信息员制度的落实效果大打

折扣 [16]。同时，综合各高校关于教学信息员制度的个案研

究，教学信息员制度在落实过程中出现的教学信息员工作不

积极、信息反馈落实效果不佳等问题，可以说是造成信息反

馈机制不健全的主要原因与具体表现。

论文通过对教学信息员制度研究进行综述分析，发现当

前研究在思想层面充分认识到教学信息员制度在加强教学

质量监控、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助力高校教学质量提升

促进良好教风学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大部分高校通过

建立教学信息员制度展开实践探索。但是，各高校在制度实

践落实中，普遍表现出教学信息员队伍建设水平有待提升、

信息反馈落实效果不佳以及信息反馈机制不健全等发展瓶

颈。虽基于面临的发展困境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但在关

于教学信息员制度改进提升的成果导向研究方面却相对较

为缺乏，后续研究可围绕教学信息员制度改进提升质量与提

升效果等方面展开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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