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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目前，学者们认为，提高初中教育质量最重要的是加强初中教学质量管理。数

学素养是每个公民都应具备的核心素养。数学教育教学不仅使学生掌握了现代生活

和学习所需的数学知识和基本技能，而且在培养人们的创新和创造力方面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科学合理的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是保证初中数学教学质量

不断提高的重要环节和有效途径。

近年来，代县初中数学教学质量在忻州的质检考试中逐年下降。因此，有效的

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按照“调查现状——发现问题——原

因分析——提出对策”的逻辑思维，选取代县教育行政部门和教学管理人员、一线

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通过对调查结

果的分析，找出代县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原因，提出相应的

改进措施。根据调查，代县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政府、学

校及社会对教学质量监控的认识不清晰；教学质量监控机构不完善；教学质量监控

的运行机制不健全。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有：监控主体的责任意识欠

缺、组织机构职能定位不清、专业权力被削弱。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尝试性提出了

相应的建议：首先，应质量问责，形成责任感。其次，完善监控制度，确定监督权

限。再次，健全质量监控运行机制。如：政策保障，形成长期监督机制；构建教学

质量信息监控机制；建立信息反馈系统，协调各部门的运作。

本文旨在有针对性地改善当前代县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存在的问题，完善代

县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制度，切实提高代县初中数学教学质量，促进代县初中学

科教学的稳步发展。

关键词：初中；教学质量；数学教学质量；教学质量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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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is to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quality
management. Mathematics literacy is the core literacy that every citizen
should possess.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teaching not only enable students
to grasp the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basic skills needed in modern life
and learning, but also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cultivating people's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quality control mechanism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is an important link and
effective way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In recent years, the quality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Dai County has
decreased obviously.According to the logical thinking of "investigation
actuality- discovering problem-reason analysis--throwing out a suggestion",
this study chooses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s in Dai County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staff, first-line teachers, students, parents and the
commun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arries on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urvey results, the author finds out the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quality control system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and analyzes its caus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the main problems of
the quality control mechanism of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are
as follows: the government, schools and society do not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monitoring of teaching quality; the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organiz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is imperfect;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is not
complete .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ese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the monitoring subjects, the unclear function of
organization and the weakening of professional power.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the author tries to propose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irs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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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be formed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has the quality of
accountability. Second, we will improve the monitoring mechanism and
determine the powers of supervision. Third, improve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quality monitoring process.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quality information monitoring mechanism, the establishment of feedback
system, coordination of the operation of various departments, policy security,
the formation of long-term supervis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aims to impro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and
control system of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improves the quality
control mechanism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improves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and promotes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teaching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Key words: Junior middle school; Teaching quality ;Mathematics teaching
quality;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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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的背景

近年来，代县初中数学教学质量下降明显。目前，学者们认为，提高教育质量

最重要的是加强教学质量管理。科学合理的初中教学质量监控是保证初中教学质量

不断提高的重要环节和有效途径。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数学与计算机技术的结合推动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学

素养是每个公民都应具备的核心素养。数学教育教学不仅使学生掌握了现代生活和

学习所需的数学知识和基本技能，而且在培养人们的创新和创造力方面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因此，建立有效的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尤为重要。

完整的监控制度包括：“为谁监控”、“谁来监控”、“监控什么”、“如何

监控”等几个部分。然而，在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的实践中，存在严重的问题，

特别是监控主体、组织机构和运行问题。首先:监控的主体责任意识欠缺。针对教学

质量监控负有责任的主体部门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以及社会组织等，进行监控

的过程中忽略了教学质量监控的重要性。其次: 现有组织之间的关系不顺。首先是

教研室和自考办权限的重叠；其次由于教育管理部门的干预，教育监督办公室的工

作中断，许多计划被放弃。再次质量监控的运行不健全。质量监控活动缺乏统一的

领导部门，对监控的结果分析不够深入。因此，建立一套完整的初中数学教学质量

监控制度势在必行。

1.1.2研究的意义

在中国，县教育局是直接主管初中教育的基层行政组织。当前大部分的理论研

究重点在于初中课堂教学质量保证以及监测方面，针对政府行政部门在该方面所负

的责任等相关研究较少，并且研究深度不足，大部分理论研究所给出的都是一些局

限性的描述，多从理论角度进行相关阐述，对于具体的理论依据以及工作原理，实

际并没有过于深入的探讨。其次是大部分研究多停留在宏观方面，许多研究探讨了

国家一级初中教育的质量监控问题。

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问题的研究视角，而且完善了初中数

学教学质量监控问题的基础理论。在代县政府的组织指导下，以初中教学质量监控

为研究对象，明确了政府和初中学校在质量监控中的责任和义务。实现了政府监督

与学校内部监控的有机结合、协调发展，建立了持续、有效、系统的动态监控问题。



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问题研究——以代县 5所初中为例

2

因此，为了进一步落实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政府部门应当在建立的过程中

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重点就在于实现县级内部的权责划分，让政府部门全面投入

数学教学质量监测中，确保行政工作的畅通。科学有效的制度必须拥有一个明确的

目标，围绕目标展开各项资源的合理分配，同时组织内部为实现同一目标加强沟通。

1.2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问题的相关概念和理论依据

1.2.1相关概念的研究

1.2.1.1 质量

汉语词典中对于质量一词的解释为(l)资质、器量;(2)事物、产品或工作的优劣

程度;(3)事物的优劣程度和数量;（4）物体中包含的物质，即物体的惯性
①
。

ISO9000 标准对于质量的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除此之外，国

际标准化组织 ISO 对于质量的定义为反映个体满足明确或隐含需求的能力之和
②
。美

国认证委员会对于质量的定义为适切于目的(fitness for Purpose)
③
。

本研究中的“质量”使用“汉语词典”的解释，即事物、产品或工作的良好程

度。

1.2.1.2 教学质量

自古以来，“教学”一词的含义多种多样，例如在 20 世纪初始阶段，大部分的

观点认为的重点在于教师，这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我国初步废

除科举制度，在新的教育问题建设过程中缺乏专业的教师负责相应的教学任务。与

此同时，受到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学说的影响，对于教学概念的理解更多的集中

在“如何教”，虽然这种思想观念主体在与教师。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教育学的进

一步完善，对于教学的理解开始逐渐凸显学生主体的观点。现在教学理论中认为教

学是指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各自对应的内容。概括说来，“教学是教师教学和学生

学习的共同活动，旨在实现教育目标和课程内容”
④
。部分人通过学生的角度去理解

教学质量，认为教学质量是学生通过自身的努力以及耗费一定的时间所取得的学习

成果
⑤
。而另外一部分的学者则是通过教学活动的相关特征解读教学质量，在该种观

点下，针对教学质量的定义为教学活动或现象协调，以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求
⑥
。除

此之外，部分学者认为学校所具备的教育水平可以定性为教学质量，以及他们在多

①
《汉语大词典》.上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10,271.

②
李家成,柳海民.论教育质量的影响因素.1999,02,15.

③
陈湘涛.大众化背景下高等教育质量监控研究.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8,17-18.

④
钟启泉,汪霞,王文静.课程与教学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5-26.

⑤
吴志宏,冯大鸣,魏志春.新编教育管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2-33.

⑥
刘志军.论教学质量的内涵与构成.教育评论,199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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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根据教育目标实现目标
①
。

对于教学质量的相关理论进行整理分析，笔者总结得出教学质量应当是指建立

在一定教学目标的基础上，通过教学任务有效完成的方式，实现个体的综合能力提

升。除此之外，也可以通过教学质量来反映学校的教育水平。因此，在现代教育理

论中不能单纯地通过学校所具备的智育水平来衡量一个学校的教学质量，还需要囊

括其他综合因素，例如德、体、美和劳的教育质量。因此，在对教学质量进行评价

时，应当设立多个指标，教学质量能够有效地反映学校所具备的教育水平，通过教

学质量的提高，实现个人的综合成长以及人才培养。

本课题所开展的数学教学质量研究，应当符合教学质量的相关理论体系，借助

教学质量理论基础展开。我们可以粗略地总结出数学教学质量的概念。总之，数学

教学的质量是基于数学教学的目标，通过教学活动和学生自己学习知识以及相关技

能的掌握，提升学生的情感以及价值观。

1.2.1.3 监控

“监控”常在管理学相关理论中被提出，现代管理学对于监控的定义在于关于

验证所发生的一切是否符合规定的计划、发布的指令和建立的原则。监控的主体包

括个体、事件以及行动
②
。监控存在的意义为目标实现，其目的在于让受控主体在接

受监控的管辖背景之下完成预期制定的目标
③
。因此，将教学质量和监控进行融合是

具备一定理论基础的，在实践上也具备可操作性。

1.2.1.4 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

数学教学的质量监控是定期或不定期地评估整个数学教学过程，同时还包括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成果反馈给教学决策者和相关教学管理部门，正确引导监测

对象，有效地控制教学活动中的问题，确保高质量、有效的教学。

一般来说，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的监控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数学教学质量和监控。

在初中阶段教学质量的组成主体主要包括教学质量，学业水平质量以及影响教学质

量的因素。所实施的监控手段主要通过检查、评估、反馈、纠正、激励等。

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是对初中数学教学过程和教学管理进行全面系统的监

控，特别是对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的监控。建立初中数学教学质量检测机制，旨在确

保和不断提高初中教学质量，其中包括对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业水平质量达

成情况的动态监督，并定期收集有关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的信息，及时向教育局领

①
李尤清.新课程背景下全面提升普通高中教学质量的探讨.湖南,湖南大学,2008,07,15-18.

②
王毓珣.教育质量监控系统构建申论.河北,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5,07,5-8.

③
安之铸.教育科学与系统科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0,7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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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校长、教师和家长反馈，同时采取相应的激励或纠正措施以改进教学。

因此，要完善初中数学教学的质量监控，必须抓住几个重要环节：（l）为初中

数学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制定质量标准，并实施教学质量目标的监测;（2）建立初

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测机构（包括领导监督，专家监测，师生监测，职能部门监测）;

（3）为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管理制定完整、科学、严谨的规章制度;（4）完善初中数

学教学质量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反馈制度。本研究的重点是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

的组织和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管理的运行。

1.2.2理论依据

1.2.2.1 政校关系理论

第一，控制与被控制。在控制关系中，政府占据主导地位，学校作为被控制对

象，控制措施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主，学校成为政府的官僚机构。学校由政府控制，

政府控制着学校的运作。在政府的管理下，初中学校已成为教育和教学管理的延伸。

第二，行政法律关系。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褚宏启教授把政府和学校的关系

归结为行政和法律的关系。但是，由于控制关系的存在，使得政府和学校在法律方

面的地位并不平等，即使通过一系列的问题改革，也无法实现两者的平衡。

第三，职能定位。明确政府在对学校进行管理时的职责范围，深化政府在建立

教育质量监测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对政府所具备的权利进行适当的管理，同时明

确学校和政府之间的职责范围以及权力分配。

第四，权力分配。部分学者认为，构建政府和学校之间的联系基础在于权力，

通过转移权力的方式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关系调整。学者指出，教育行政部门应退

出权力中心，主要通过两种措施实现。（一）是政府退出公共竞争领域，让学校参

与该领域中，就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让学校拥有更多的资金实施自身的管理

工作。（二）在微观管理方面政府不应当过多的干涉，给予学校充分的管理权限。

从服从关系转变为新的服务和咨询关系，明确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以及学校自身的

法律责任和法律授权。

1.2.2.2 公共选择理论

在教育管理中，教育管理者也是拥有私利的人。在他执政期间，为了干出业绩，

以增加短期项目数量的方式提升自身的绩效，对于教育整体的长期发展而言，存在

隐患。同时也使得一些需要长期建设才能见效的项目被忽略，对于整体教育水平的

增长存在阻碍。从学校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也可能存在学校管理者个人受利益驱使

导致管理行为偏差。一些善于交际的校长在和政府人员进行接触时能够获得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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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因此其工作重心逐渐向该方面偏移，而忽略了对于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相

比之下，部分校长由于在人际交往方面的缺陷而使得整体学校发展受到了限制。为

了避免这些现象的发生，使用该系统来约束人和使用问题来管理教育和教学的各个

方面尤为重要。

1.2.2.3 委托代理理论

在过去的 20 年中，委托 - 代理理论的模型方法得到了迅速发展。建模方法之

一是“一般分布方法”。主体根据观察到的代理行为客观地奖励和惩罚。此时，可

以达到帕累托最优效应。

在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之间，教育行政部门需要找到这样一个帕累托最优状态

来监督学校的教学质量。

1.2.2.4 教育评价理论

泰勒针对教育评估对于教育目标实现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为现代教

育体系开展评估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所开展的教育评价活动在整个教育体系各个环节中发挥的作用存在着明显的不

同。有诊断性的评价、形成性的评价和总结性的评价。诊断性的评价可以确定学生

的知识水平、能力发展和学习特征、优势与劣势。为了更好地组织教学内容、选择

教学方法，以便根据学生的实际特点进行教授。形成性评价可以使教师和学生及时

得到反馈，从而更好地改进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质量。总结性的评估是对初中学生

学习成果的最终评估。教育行政部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监督学校的质量，并使用总

结性评估方法来评估学生的成绩。

初中教学的质量监控实际上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进行形成性评估。下列中小

学通过教育督导部门，教研室，基础教育科和政府部门其他有关部门实时监控，并

进行长期的后续管理。

1.2.2.5 管理信息系统理论

该理论是计算机信息技术对个体的信息进行收集以及管理。一体化的人机系统，

实现战略竞争，提高效率。该系统支持高级决策，中级控制和基层操作。当前国内

众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学校都会使用“K12 管理平台”，目前，在教育行政部门

中，K12 系统主要使用沟通和管理的一些初级功能，在其他功能实现方面表现相对薄

弱，有待进一步的增强。

借助管理信息系统能够实现教育质量检测工作的高效率运行，使教育质量监测

信息流通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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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 质量管理理论

人们对质量的关注不是我们今天开始的。通过对质量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进行

研究分析，可以对本课题所研究的初中教学质量监测问题起到良好的参考作用。

第一，质量检验阶段。这个阶段可分为两个阶段：操作员单独质量检查和具体

的专职质量检查。（一）操作工质量检验时期。在手工业生产中，产品的符合性完

全由操作员决定。在此期间质量检查的主要特征是学徒制。（二）专职质量检验时

期。自社会进入工业性质之后，就更加注重对于质量的管理，通过设立专职质量检

验岗位的方式负责质量具体实施。该阶段出现了全职质量检验体系和独立的产品质

量检验。

第二， 统计质量控制阶段。通过统计的方式实现大批产品的质量管理，借助统

计学的相关理论，实现抽样检验、过程控制以及可靠性分析等。（一）公差配合。

制定统一的尺寸标准，满足批次零件的生产。19 世纪阶段主要使用片面检查以及双

面检查为主，进入 20 世纪，采用双边检查，随后进入质量控制图时期。（二）样品

抽样。实现大批量产品的稳定生产，为节约质量检验成本以及提升检验效率，通过

抽查的方式进行检查。通过样品的检查推测整体产品质量，较为常用的样品抽样方

式百分比随机抽样。（三）过程控制图。抽样的主要目的是针对产品的质量进行检

验，而过程控制图则是针对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问题进行解决，实施对生产过程

的监控。才能将产品的设备波动，生产工艺状态和主要技术参数保持在合理的范围

内，以减少不合格产品的产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制定了“质量管理指

南”，“数据分析控制图方法”和“生产过程管理控制图方法”标准。它在确保军

用产品的质量和交付时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控制图开始在

世界各地的公司中广泛使用。（四）可靠性分析和控制。飞机、通信、军事和其他

产品的使用越来越多，对于产品的可靠性要求更加严格，这也催生了可靠性理论的

诞生。以控制图所给出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得到可靠性的统计数据，实现通过质量统

计的方式提升生产质量，并于生产之前实现对质量的设计和控制。

第三， 全面质量管理阶段。很显然，质量统计方法的应用，可以让产品质量判

断与质量检验等层面的问题迎刃而解，且可以通过严格的质量检验、测试将不合格

的产品及时检出，从而提醒生产者一些不合格的产品非是因检验而查出，而是在生

产源头上就存在质量问题。基于此，各种科学、全面、规范的质量管理问题便得到

广泛重视。（一）全面质量控制。早在 1961 年度，来自美国加州一位著名质量管理

学家就撰写了享誉全球的《公司全面质量管理》这一论著。该论著认为，在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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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中，实施严格的质量控制至关重要，因为这样可以有效堵塞不合格产品形

成的源头。即在产品真正形成之前，就可以将其从生产线上剔除出去，从而有效保

证全部产品的质量安全，并有效提升全体员工的质量意识。也正因如此，构建科学、

规范的质量控制机制对于提升核心竞争能力意义重大。所谓全体员工，主要指的是

公司的全体岗位员工，他们是公司从事质量管理的主体，他们能够树立起质量意识、

良好行为，就可以为产品质量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而且对整个生产过程的参与，

也意味着产品质量在整个过程的各个方面形成，所有环节都必须得到有效控制。（二）

质量保证。立足全面质量控制的视角来讲，所针对的是组织内部的质量风险管理。

因此消费群体在选择、购买所需的商品的过程中，往往对公司内部的整体质量控制

水平难以直接了解。仅仅是对于市场产品的质量保证给予强烈期待。为了充分满足

客户群体的倾向需求，质量保证问题便在上世纪 80 年代早期开始引起公司重视，很

多品牌公司还纷纷面向消费者以及社会民众实施质量承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而

从公司的质量保证问题来看，主要内容涵盖了公司的质量保证或承诺，如对产品质

量或者服务自我承诺、保证等。包含了产品的质量等级、生产标准与资质、质量保

证等证书以及质量承诺等。而公司面向客户群体的质量保证或承诺，则指的是其面

向市场客户、产品或服务的中间商、终端用户等给予的质量保证与承诺。如通过供

货合同约定签署、具体条款等，对质量要求给予明确规定。而第三方的质量保证与

承诺，则通常指的是社会现实中的那些公正、权威而又客观的第三机构面向消费者

所实施的质量保证承诺等，如独立的产品检验机构、质量认证机关，其通过产品检

查、试验、测量服务，检查和评估产品的生产系统或服务系统，同时面向生产者及

时实施符合要求的文件证书颁发等，以便证明或者确保公司产品符合国家的统一质

量标准。（三）质量战略管理。即公司将各种质量管理均纳入到自身的品牌发展战

略之中，从而实施科学有效的风险管理、控制，并据此制定、实施适应市场变化、

时代发展的目标管理、质量控制方案等。如产品质量目标、质量指南以及质量控制

远期规划的制定、实施等。在这个过程中，公司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树立新型的质

量管理理念，打造健康向上的公司质量管理文化，利用最新科技对产品实施全面的

优化、升级，建立更加规范的质量控制制度等，从而在产品生产中打造出更多的知

名名牌、免检品牌以及具备国家或国际统一质量认证标志的驰名品牌等，从而促进

公司核心竞争能力、综合获利能力的最大化实现。而从公司实施的质量战略管理的

过程来看，普遍围绕以下层面强力推进：不断促进质量管理问题的健全、完善。通

过内控制度的完善，促进质量管理效率的有效提升，让质量管理和整体管理保持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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袂一致、优势互补。积极引进更加科学、先进的管理理念、技术方式。同时全面升

级、优化质量检验、检测以及学科实验系统，保持公司监测科技的前沿化，研发更

加科学、先进的检测程序、应用管理软件等。从而通过对产品生产信息科学把控，

促进产品质量层次的有效提升。在深入学习贯彻国家质量立法的同时，通过内部章

程、制度规范的制定完善，形成人人遵守的各项质量管理体系，特别是质量责任体

系。对全员实施人性管理，打造健康向上的质量文化，从而通过良好行为的培育，

实施高端化的员工专业技术、职业品质学习培训，建立更加严格的技术层级考核评

定问题，从而促进全员质量意识、综合素质能力的提升。

1.3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问题的研究现状

1.3.1国内的研究现状

从文献检索的角度看，现有的关于教学质量监控研究理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

面，首先是针对初中学校数学教学质量监控问题相关方面的研究，其次是关于监控

问题标准的相关研究，该部分研究大多集中在评价体系的具体建立方面。最后是针

对农村初中教育数学教学质量监控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重点分析。借助检索论文

的方法，对现有研究理论的重点以及核心进行整理。

1.3.1.1 初中教育质量监控的相关政策法规

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高度重视教学质量，因此，在该方面出台了许

多的政策法规用于初中教育质量监控制度的建设。目前国内初中教育质量监控的手

段主要通过教育管理系统以及教育监督系统实现。监测内容主要是国家政策，法律

法规和工作计划的实施。初中教育督导制度由国家初中教育督导组组成。该督导组

的主要任务是针对学校和政府两个方面展开监督工作，对政府主要监督内容包括各

地方政府以及学校是否按照国家所颁布的教育政策法律法规进行有效的落实以及实

施，通过检查评估的方式对实施效果进行监督，根据监督的结果对后续工作的展开

进行指导。同时，对于学校方面的监督在于检查、评估和指导初中学校实施国家教

育政策、教育和教学。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的教育督导制度建立在“监督政府”的

基础上。由相关的监督机构产生具体的任务，根据任务制定相应的监督计划，由同

级政府负责计划的审批。在整个过程中，上级政府负有监督责任，政府可以委托相

应的中介机构负责监督工作，要求各有关部门积极配合。为保证监督机构的工作质

量，必须增添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员，通过实施教学质量监督制度，改变传统教学管

理模式过于单一的弊端，使得初中阶段的教学体系更加完善，建立系统化的初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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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管理制度，落实在决策、执行以及监督等多个方面的功能实现。

1.3.1.2 国家层面的研究

中国的初中教育质量监控研究侧重于初中教育质量监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

时还集中在初中阶段所建立的教育质量监控，具体的框架以及具体结构方面，在监

督问题的具体实施方面也有一定的涉足。

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日常工作的重点在于针对中小学生的学习情况以

及身心健康相关方面的监控。根据监控结果形成中小学阶段的教学质量报告，为初

中教育的后续管理工作提供支撑。除此之外，监测中心还需要定期公开自己所获得

的数据，让公众对于当前的教学质量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同时，监测数据的公开透

明也有助于社会整体形成正确的教学质量观念，这是提升整体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

也能够让社会公众参与到教学质量监督过程中。

1.3.1.3 区域层面的研究

与国家层面相比，在区域层面进行探索，如上海浦东新区建立“区域性教学质

量监测系统”，该项目旨在培养初中教师的质量意识，在整个地区建立题库，并为

区域教学质量监测系统开发外部监测。安徽省岳西县教育局采用“三调”，“三导”，

“三考”教学质量监测方法。其中，“三项调查”是调查教师备课情况，课堂教学

效果，教学实绩;“三导”是教学工作的专项指导，办学水平的监督，教学科研工作

的指导;“三考”是学年评估，教学会考以及教学常规考核
①
。东北师范大学齐忠在

硕士论文中作了解释：通过确立教育质量监测体系基本框架，以评估、认证、监测

和监督为基础，进一步开展贵阳市义务教育监测的建设工作
②
。在此基础上，作者从

五个维度分析初中教育质量监测的问题，主要包括监控主体所给予的监控力度不足，

外部监测力量参与度不高，被监测对象出现抵触情况，在具体监测过程中效果一般，

各监测主体职责权限模糊，未发挥应有的效用。

李亚东在硕士论文《区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研究》中，将初中教学质量保证体

系分为三个主要体系，即标准体系、评价体系和控制体系。从信息获取，信息监测

和信息管理的来源，科学地研究实施监控所需的信息系统。在监测该地区义务教育

的质量时，提出了一个基于评估和审查的定期和有针对性的监测框架。在质量保证

体系的构建中，作者从功能目标，安全模型，运行问题和内容框架等维度共同构建

质量监测体系。重点是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建设，并从六个方面

①
王启林.加强教学质量的监测管理.安徽,安徽教育,2008,3,13-15.

②
齐中.贵阳市义务教育质量监控体系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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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质量监测体系
①
。

1.3.1.4 学校层面的研究

吴华中曾在自身理论研究中阐述：从学校维度解读质量监控体系的内涵，应当

包括以下五个方面：教学规范系统，教学过程监控系统，教学质量评估和诊断系统，

教学质量反馈系统和教学质量竞争和激励约束系统
②
。

陈立春也针对初中教学质量监控机制的建立进行探讨研究，认为该阶段教学质

量监控机制的建立应当从三方面着手：首先是确保教师队伍具备专业水平。需要根

据工作性质，实施针对性的培训计划，确保教师的自身教学技能以及知识水平处于

稳步增长状态。其次是开展有效的教学研究活动，研究课题应根据学校改革和发展

的实际情况确定。第三是根据经验数据建立教育和教学评估。学校教育评估，尤其

是教学质量评估，必须是定性的，更加定量的，并且必须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
③
。

张传誉的“初中教育质量综合分析理论与监督体系建设”提出了这一点“初中

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应由三个部分组成：初中教学管理制度，初中行为保障制度

和初中质量评估制度。”初中行为保障制度中有行为监督机构，初中质量评估制度

中有质量监督机构。在系统框架的基本模型下，他认为首先是基于标准。学生在初

中教育质量监测中的学业成绩测试不能使用传统测试。也就是说，要根据国家颁布

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对学生进行标准测试。其次是常规化的公开报告。

其认为监测数据应以省、县两级为分析单位进行分析，形成国家和省级初中教育质

量监测报告，并向全社会公布质量报告。最后是对偏离标准的监测结果进行问责和

干预。初中教育中政府、学校、教师、社会等相关的责任不明确，特别是各级政府

在初中教育中的责任不是很明确，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问责问题，针对各级政府

进行监督，确保各级政府能够在自身职责范围内行使相应的权力并承担责任。部分

学者认为，在实施义务教育监控体系的同时，应当对现存的部分法律法规进行适当

的调整和修改。这是由于现存的法律以及各自治区实行的政策和义务教育质量监控

存在一定的冲突，阻碍了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的开展
④
。

1.3.2国外的研究现状

英国和美国所建立的质量教育监测机制较为成熟。

1.3.2.1 英国实施教育质量监测

①
李亚东.区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17-18.

②
吴华忠.试论中小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当代教育论坛(校长教育研究),2007,8,12-17.

③
陈立春.中小学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问题的研究.上海教育科研,2009,09,72-76.

④
张传誉.义务教育质量综合分析及构建监控体系的理论思考.普教研究.1996,06,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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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英国方面而言，其实现教育质量监测主要是依托相应的监督机构，在英国拥

有最高权力的教育质量监测机构叫做教育标准局，该机构由皇家监察局负责，不受

到教育部门的管辖。英国教育监督体系的独一无二处：（1）法律的规范性，重视立

法，依法监督。(2）独立性。该机构的工作特性表现出明显的独立性，并且日常机

构的运行费用也由国家直接划拨，不会受到其他部门的影响。（3）公正性。设立教

育标准局独立于教育管理系统，所实施的监督工作要比教育系统给予的监督更加公

平。（4）权威性。最终所形成的监测结果直接由议会进行评审讨论。（5）社会化。

对中小学的评估是通过市场问题进行招标，评估也包括在社会轨道中。（6）公开化。

一学年末向公众披露学校名称，评估程序及评估结果。

除了教育监督外，英国在建立教育质量监测问题时，充分引入家长以及社会方

面的监督力量。在 1992 年颁布《家长法案》、《市民法案》，明确规定在开展教育

质量监测的过程中，应当增强信息的公开透明性，通过引入竞争问题的方式，促使

各学校提升自身的教育水平。

根据英国建立教育质量监测机制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得出，科学有效的教育

督导制度对于教学质量监测有着积极的意义，再依靠行政执法进行监督的同时，监

督评估必不可少。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应当对于相关负责人的选拔以及资格考核

严格把关。

1.3.2.2 美国实施教育质量监测

美国所建立的教育质量监测机制，更多的是依靠教育督导制度，在美国以教育

咨询代替教育监控，为了维持和改变学校的运作，学校以一种直接影响教学过程的

方式帮助教师，以促进学生的学习。通过教育咨询的方式，针对教育过程中的各个

环节进行协调以及辅助。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各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负责大部

分的工作，而联邦政府则主要负责日常制度制定以及总体工作的规划。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主要责任方包括行政部门以及专职辅导员。具体的咨询任

务内容主要包括相关政策的执行，对当前所表现的问题进行解决，以及改进教师的

教学方法。同时，教育咨询机构还负责教师的培训工作，教师和学生家长之间的关

系。咨询方式为行政咨询、服务咨询、行政和服务相结合咨询。行政咨询主要是指

教育机构通过定期或是不定期的形式对当前所表现出的教育问题进行调查以及了

解。咨询工作主要是指由各有关部门以及专职辅导员共同组成代表，深入各个学校

展开调查监督工作。咨询是广泛和定期的，通常由全职顾问进行。辅导员一般都与

家长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辅导员向教育机构负责人或高等教育机构的相关部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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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关于工作进展和指导范围内事务的报告。

通过对美国所建立的教育质量监督机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进行监督

机制建设以及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地方监督机构存在的价值，同时注重监

督和服务的双重融合，在监督的过程中引入家长以及社会公众的力量，通过监督教

育的方式提升整体教育水平。

目前，初中教学质量监控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标准的制定，同时也包括评估

方案的完善措施。对于一些经济水平欠发达的地区，国内的学者更是进行了集中性

的研究，他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目前已经拥有较多成熟的理论研究指导教

育质量监测工作的展开，但其中所存在的不足在于未能够深入具体工作，从县级的

角度开展相关研究。同时也未曾涉及具体的学科方面，未能够体现学校作为监测主

体之一的相关作用。因此，在研究初中的教学质量监控问题时，将视野扩展到学校

以外，尤其是政府行政部门是有必要的。

1.4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问题的分析与研究方案设计

1.4.1研究的目标

本研究的目的分为三个部分，即梳理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主体之间的相互关

系，尤其是权力和责任；揭示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的问题及成因;解决初中数学教

学质量监控的问题。

1.4.2研究的方法

文献研究法

通过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各类报刊杂志等获取信息，组织分析并确定研究

切入点。

调查研究法

具体分析各个监测主体在初中阶段教学质量监测中发挥的作用，明确主体之间

的职责范围以及组织结构，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构建合理组织结构以及完善监测主体

权责划分相关建设内容。除此之外，通过建立标准为初中教学质量监测提供理论依

据，重点分析对于教学质量影响因素，突出主要内容和监测点。在调查中，主要的

研究方式是访谈和问卷调查。

个案研究法

在本文研究中，以代县作为具体的分析对象，确保所获得的数据具有全面性以

及真实性，以此来反映代县初中阶段的教育质量检测运行具体情况。同时对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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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资料以及典型案例进行收集，通过总结得出在以往教学质量监测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以及需改进之处。

政策分析法

通过对代县政府中负责教学质量监测工作具体实施的有关部门所承担的具体责

任进行分析，梳理工作总结和工作内容，还分析和整理了五所初中的学校系统、学

校规章、工作总结等。收集与初中数学质量监测相关的资料，以证明研究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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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问题研究的现状

初中教学的质量监控实际上是一个动态过程。下面通过基础教育科、教研室以

及自考办、教育教学督导室等部门；初级中学；社会相关部门实时监控，并进行长

期的后续管理。

2.1政府维度的教学质量监控现状

教育行政部门是质量控制的主体。而其中的基础教育科、教研室以及自考办、

教育教学督导室等内部部门，往往与教育教学的质量监控存在密切关联，但他们的

功能作用具备明显的不同。其他部门与中小学的教学质量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本文

没有详细说明。

2.1.1基础教育科的行政管理作用

立足基础教育科的视角来看，其是中小学校最直接的管理部门之一。依据相关

规定，该部门的主要职能是负责素质教育的实施，并具备给予全面指导的责任，同

时应该承担对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给予监督、测评，指导、引导学校实施基础教育教

学改革创新等相关职能，并应该与其他部门联袂协作。该部门专注于通过日常行政

事务和制定政策来监督和管理下属学校。

2.1.1.1 处理日常性行政事务

初中教学质量监控工作主要由基础教育科的科长负责。基础教育科起草了一个

具体的质量监测项目，科长负责以项目为载体，安排其他职能部门和下属学校的实

施。

2.1.1.2 组织教学质量提升工程

“代县教育提升工程”的背景是当地中考成绩下降，这种现状对当地的教育教

学质量提升带来了不利影响，进而带来学生外流、整体升学率有所下降等现实问题。

因此，本文认为当前该县应该制定、实施以下项目管理计划，从而促进教育教学质

量的有效提升：

基础教育科制定 “初级发展联盟”项目，对学校义务教育教学阶段的各种优势

资源给予充分整合、合理平衡，如将一些优秀教师、管理资源向农村学校辐射、迁

移等。并可以尝试以优秀的学校为管理主体，对一些教育质量较低的下属学校实施

联合式的管理。基础教育科对初中教师和学生进行同考，以监督教师的专业能力;举

办教学观摩活动：《同课异构，听说评议》，督导全体教师围绕新课程标准不断创

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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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 制定教学质量监控奖励办法

依据自身的职能范围，当前基础教育科还必须主动实施初中教学质量监测、绩

效考评与奖励激励问题方案的制定。在这里本文以代县的 2017 学年的初中教育质量

考评、奖励激励问题方案为对象实施必要的分析、论证。

以下是“代县 2016 年初中教学质量评估与激励措施”摘录，2017 年评估方法仍

然参考该计划的实施。该计划本身用于奖励和惩罚学校，因此考评结果将与“学校

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落实考核情况相对接，从而为制定更加科学的教育质量考

评、奖励激励问题提供有益参考。

案例一：以代县的 2017 学年的初中教育质量考评、奖励激励问题方案节选为例

实施分析。其涵盖以下几点：

第一，考评原则（略）。

第二，具体的考评对象为全县所有的初中学校。

第三，具体的考评项目以及相关权重值、考评方式。即以高中学生的入学考试

以及全县统一的考试相关数据信息为分析依据，对数据进行评价。分以下项目：中

考（年级)质量和学校教学质量。学校教学质量包括：总分均量值(40% ），总分均

量值的增量值（25% ），前 25% 人数比例递增值（15% ）和后 25% 人数比例递减值

（20% ）。其中总分均量值是数学学科的期中和期末的总和，并计算平均值；总分

均量值的增量值指七年级的第一次全县质检考试的平均值是基数，并且在增量值的

顺序上，主要按照从高至低顺序进行排列，进而通过计量核算得出各个学校的所得

分数值；前 25% 人数比例递增值指七年级第一学期排名的前 25%统一考试成绩占全

县比例的基数，视比例增加的比例，排名由高到低，匹配各学校的分数。分配的方

法按从高到低的比例增加的人数进行排序；后 25% 人数比例递减值指七年级第一学

期期末质检考试最后 25%人的比例是该县的基础。分配的方法按从低到高的人数的下

降值排序。

第四，计算方法。即高中入学考试（成绩）=总成绩平均成绩+总成绩平均增量

值得分+前 25%人的比例增加值得分+最后 25%人的比例减少得分。学校教学质量分=

中考质量得分*50% +初二年级质量分*25% +初一年级质量分*25%

第五，奖励办法。根据学校的教学质量分，将其转换为学校教学质量的年度评

估分数。初级中学年度考核成绩=初级中学教学质量得分* 30%。推进教学质量的均

衡发展。“初级发展联盟”项目旨在平衡初中教育阶段的资源，并将鼓励优秀的教

师到农村学校交流。即以优秀的初级中学为管理主体，对一些数学教育质量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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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学校实施共同管理。尤其是在县教育局的管理上，不仅要重点对县城各初中学

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给予必要监督，还应协同一些优秀学校对一些教育质量相对较差

的下属学校实施共同管理。并将信息汇总到教育局。这样，从原来的教育局直接面

对 14 所初级学校的情况，转变为以初中五所学校为主体，辐射控制和管理其他的初

中。在计划中，规定每年教育局应对“初中联合学校”的实施进行专项监督，并根

据实施情况对基础教育科进行评估。

从该方案的内容、特点来看，对于该县的初中学校教学质量监测问题最为适合，

也是最为科学、有效的奖惩激励问题。而在检测、评价该县教育主管机关的相关政

策问题时，对于 “前 25 %的人数比例递增值得分”与“后 25% 的人数比例递减值

得分”这两大项目检测，评价一般在初中学校的教学质量上就可以获得相关测评数

据。此外，为了检查教师的业务水平，基础教育科为教师组织业务考试，并将其与

教师年底的绩效工资挂钩。

总的来说，基础教育科在监督初中教育质量方面发挥着行政作用。通常的监控

方法是各种类型的通知和学校检查。

2.1.2教研室的业务指导作用

立足教研室的视角来看，其是该县中小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有效监控的核心

业务部门之一。该部门不仅要经常深入各学校了解、掌握教育教学状况，同时还要

积极履行应用自身所积累的教学经验来指导各学校提升教学质量这一重要职能。从

而为各学校以及教师群体实施更加有效的数学教学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

2.1.2.1 以考试为基础，监控教学质量的结果

在初中数学教学质量控制中，教研室以考试为主要监测方法，对初中生进行学

业水平测试。有两种方法可以测试学业水平，即集中测试和随机测试。初中是基于

九年级目标的达成情况、毕业中考成绩为主要依据。教研室通过掌握总结性评估来

监督初中教育的质量。

2.1.2.2 以课堂评价为载体，个体维度注重教学质量

即教研室成员应对一些教师人员的课堂教学评价评析，指出优势不足，从而应

用自身所积累的教学经验来指导教师改进不足，并对课堂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可

见整个过程不但是教研室成员与教师之间互动交流，也是其与其他教师甚至是学生

群体的互动交流。因此所辐射、所指导的对象范围往往很大。而他们对于课堂教学

的理解，显然也是从最直观的方式监督初中教育的质量。

2.1.2.3 在学科背景下，教研员深入学校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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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室成员不仅要履行命题、讲座等职能，还要充分应用自身所积累的教学经

验来指导学校改进不足、提升数学教学质量。因此往往将大部分时间均放在了实施

各学校课堂教学评价评析、进行教学研究等层面上，并在这个过程中及时帮助教师

们解决在数学教育中遇到的现实难题。一方面，教研员与教育局沟通，以支持学校

政策，而另一方面则收集典型案例。

2.1.3招生自考办档案和考试的管理作用

立足招生自考办的视角来看，其主要是履行全县学生考试与质量档案等的管理

职能。一方面，招生考试是为了管理生源学校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它还监督生源

输出学校的教学质量，从而在教学质量监控中发挥控制作用。

2.1.4教育督导室

立足政府教育督导室的视角来看，其是实施该县初中教育教学质量监督控制的

关键部门之一。教育督导办公室由代县人民政府管理。教育监督办公室的工作方式

主要基于项目。而在其履行监督职能时，还要依据具体监督项目的特点，对应采取

最为符合的监督形式，如发出通知，听取报告，进行现场检查和审查材料，问卷调

查，随机听课，总结报告等。省政府实施具体监督项目时，首先发布通知，由当地

教育督导部门转发。第二步，教育督导办将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制定实施县级教育

督导的具体规定。第三步，公布实施意见。第四步，公布“总结报告”。总结报告

是监督小组总结每所学校的信息，发挥其工作优势，揭示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措施和建议。

2.2初级中学的教学质量监控现状

所谓学校自我监控，主要指的是该县各初中学校对自身的教育教学质量实施有

效的自我监督、控制，其也是提升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问题之一。初中学校是

一个自我监控教学质量的组织。学校是主体。下面以代县第四中学为主要研究对象，

分析了学校的教学质量监控机构和方法。

2.2.1学校内部的教学质量监控组织

基础教育科是行政领导部门，教研室是业务指导部门，教育督导办公室是评估

部门。同样在学校，校长办公室相当于基础教育科在初中教学质量监控中发挥行政

作用。本文在这里对该县各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管理组织的职能定位、功能作用等

实施必要的分析、论证：

2.2.1.1 校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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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各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管理问题中，属于重要的决策机构。其职能是依据

国家规定履行本校教育教学质量目标、实施教学质量管理等决策职能。优秀学校也

会聘请一些外部专家、学者参与学校质量管理，从而由这些专家、学者组成校内质

量监督专家委员会，本文将在下文对该组织实施分析、阐述。

2.2.1.2 教导处

学校教导处是实施初中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管理的核心组织之一。它主要负责整

个学校所有年级和学科的教学质量的管理、指导、监督和协调。

2.2.1.3 教学质量监控专家委员会

即学校为有效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而聘请一些外部专家、学者参与学校质量管理，

并由他们所组成的校内质量监督组织，他们的职能主要是充分应用自身的专业能力

学识等对老师的教学绩效给予客观、公平的检测、评价。其成员一般为退休的高级

教师、特级教师以及优秀教师等。

图 2.1 教学质量管理组织问题结构图

由上图可知，当前各个学校的教学副校长，主要是履行对全校的教育教学给予

统筹管理的职能，而教导处则主要是履行实施学校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等职能。其所

属下级管理组织为各年级的管理小组，年级组长是第一个负责人，带领班主任管理

备课组 班主任 备课组

数学教研组

初级中学教学质量目标

校长办公室

教学质量监控专家委员会教导处

任课教师 任课教师学生

数学年级管理

组

数学教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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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而学生群体则是各学校实施教育教学质量管理的最小单元。

2.2.2学校教学质量监控方式

2.2.2.1 课堂教学信息监控

第一，课堂教学随机听课。所谓听课，即对各种课堂教学、教学方式等给予观

摩、旁听，通常所采取的方式是组织校外的教学专家、特级教师等实施随机听课对

教师教学过程中优点、不足给予客观、公平的检测、评价，从而获得教师个体实施

教学的真实数据信息，通过帮助整改不足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在本文实施的面向

该县教育教学质量提升项目的调查、考察过程中，在“校长是否会经常听教师上课”

等调查里，一些初中县直校教师认为他们的校长经常听课，而初中乡镇教师认为他

们的校长很少听课。在深入访谈中，发现代县四中的领导经常听课，每天随机听课。

听完之后会与老师一起讨论该课的优点和不足。不同的学校对听课的监控方式给予

了不同的关注。

表 2.2关于校长听课情况的调查

在我们学校里，校长经常听教师们的课堂讲课

合计
没有 几乎不 一般 经常 每天

代县四中 0% 0% 0% 10% 90%

代县五中 0% 0% 5% 90% 5%

红旗中学 0% 5% 5% 85% 5%

阳明堡中学 5% 7% 80% 5% 3%

枣林中学 5% 6% 80% 5% 4%

而在各个学校实施的随机听课过程中，学校的校长们一般只是带着听课本记录

教师的讲课情形，但听课评估表普遍缺失，然而教研室成员的听课不同，他们不仅

有听课记录，还有代县中小学学科教学的评价标准。课后，教研员对教师的教学过

程和教学方法及时进行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但是，听课结束后，教研员将把听课

本和评价表带走存档，学校缺乏完善的听课资料。在我调查之后，感到非常出乎意

料。下面是代县学科教学评价表见表 2-3。听课者可针对表格中的项目内容给予现场

打分，从而让教师人员明确自身的优点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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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代县中小学学科教学评估标准

姓名： 单位： 年级： 科目：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分数 得分

教学思想

（10分）

以学生发展为基础，旨在培养学生学科

素养
5

为所有人营造和谐的教学环境，使各类

学生得到不同的发展
5

教学目标

（10分）

全面符合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三维目

标”和谐统一
3

关注学生的差异，符合不同层次学生的

心理特点和认知水平
3

表述准确、简洁，易于检测学生的完成

程度
4

教学内容

（15分）

科学性
教学内容组织和教学知识没有科学错

误
5

拓展性 教材创造性的使用，合理利用教学资源 5

发展性
在学生学习过程的各个阶段培养和满

足其兴趣和发展
5

教学过程

（50分）

学

生

行

为

情绪状态 兴趣很浓、活力饱满、状态良好 4

参与方式 主动积极、方法多样、默契融洽 4

参与品质 善于思考、乐于实践、有效沟通 4

参与效果 体验过程、掌握学法、能力增强 4

参与时空 合理分配、全面参与、充分利用 4

教

师

行

为

教学设计 科学合理、创新独特、学科特点 4

情景创造 联系现实、实时恰当、鼓舞启发 4

过程控制 实时指导、及时反馈、张驰可控 4

方法选择 培养兴趣、学法指导、因材施教 4

手段运用 加强实践、媒体合理、有效整合 4

师

生

互

动

师生交流 教学相长、平等参与、良好沟通 5

生生交流 氛围融洽、机会平等、各有所得 5

教学效果 知能目标达成度
实现教学目标；大多数学生可以灵活地

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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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
情感目标达成度

体验到学习和成功的喜悦；培养进一步

学习的欲望
5

教学特色

（5分）

创新的教学设计、教学方法、信息技术等，形成了独特的教

学风格，教学效果显著
5

总评 100

代县教研室

第二，针对学生的问卷调查。学校使用问卷调查来监控教学质量。因此，一些

学校每学期组织学生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问卷调查。而后有效的

整理、分析，进一步召开座谈会、个人访谈等，以便获得更加全面、详细、客观的

数据信息，从而为各学校有效提升教师人员的专业能力、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提

出对策建议。或者作为学校实施科学、有效的教育决策、教学质量管理与调控的依

据。

在代县第四中学每学期期中期末考试后，将对学校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进行

“课堂调查”。在对统计数据信息实施分析的基础上，则应该立足学生群体的维度

视角来对教师的教学状况给予分析、把握。但从目前来看，该县大多数学校对教师

们的教学绩效没有实施长期性的动态考评与调查。尽管个别学校也设计了问卷调查

等，但往往是教师出于教学科研等目的而自设各种题项，进而面向学生群体实施一

定范围的问卷调查，因而这些调查结果往往只是教师论文中的相关论据，对于学校

的教学工作所产生的功能作用较小。而且鉴于教师个人在学校的影响能力差异较大，

往往也会对调查结果的客观、真实产生一定影响。基于此，如果调查工作安排在全

校范围内，它将更具权威性并使更多人受益。

表 2.4课堂教学问卷调查表

非常不符合 基本不符合 一般 基本符合 非常符合

01. 数学教学设计科学合

理、独特创新、主体发展
0% 0% 2% 90% 8%

02. 数学教学情景创设联系

实际、实时恰当、启迪思维
0% 0% 10% 80% 10%

03.数学教学过程调控因势

利导、及时反馈、张驰有度
0% 0% 10% 83% 7%

04.数学教学方法选择激发

兴趣、注重差异、学法指导
0% 0% 5% 85% 10%



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问题研究——以代县 5所初中为例

22

05.数学教学手段运用注重

实践、媒体得当、有效整合
0% 0% 10% 80% 10%

此外，“代县教育推广项目”调查了该县的初中学校。在初中，随机抽取 500

名学生和 50 名教师（未报告性别的教师）进行调查。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有七年

级学生 200 名，八年级学生 200 名，九年级学生 100 名，256 名男学生和 244 名女学

生。从调查内容来看，涵盖了学校与班级的基本满意程度、学习氛围、学习状况、

自我效能、家庭环境情况以及师生、同伴、亲子关系、学习质量影响因素等。

2.学业质量抽测信息管理

即出于保证学生群体学业质量测评数据信息真实、客观、全面，具备分析、论

证能力的目的，往往要设计学业质量分析量表。且不同学校教学质量分析表的维度

不同。例如，从年级组的水平分析了代县四中参见表 2.5，从班级的层面分析的枣林

中学参见表 2.6。

表 2.5 代县四中各年级学生学习质量分析表

层次 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学生学习

水平层次

A 人 80 人 71 人 63

B 89 80 75

C 71 75 75

D 71 70 69

E 89 104 118

年级成绩

差异

年级
成绩最好的年级 成绩中等的年级 成绩最差的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原因
随着知识难度的加大，知识基础的积累，部分同学知

识体系出现断层，导致数学到九年级掉队。

表 2.6 枣林中学学生学习质量分析表

学科 数学 班级 九年级 学生数 150 任教

学生学习

层次

年级优秀 班级 A 班级 B 班级 C 班级 D 班级 E

人 35 25 22 1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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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

困难及原

因

学习主要困难：

数学思维跟不上，计算不扎实，

逻辑推理不清楚。原有的一些教学模

式，学生产生“倦怠”心理。

学习困难的原因：

数学学习习惯没有养成，数学思维

没有形成，知识体系有缺陷。

学习改进

的主要措

施

1.小组合作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注重学生群体学习兴趣的培育、养成。

2.立足初中数学课堂的视角来讲，不仅应具备练一练、做一做、议一议、试一

试等教学活动，还应创设必要的数学实验室等，并在题型上探索创新、新颖丰

富，从而促进课堂教学时效性的提升。如在“做一做”这一教学活动中，就能够

促进学生个体的独立完成，并可促进组内互查的实现。从而促进学生语言表达

能力的提升，有效激发学生群体的创新创造积极性，还可以促进学生的相互激

励、相互督促。

在调查中，代县四中的学校质量监控中有一系列教学质量分析表，但在更多学

校的教学质量分析中存在问题。

第一，在教学质量分析上，往往对毕业班的成绩分析、测评较为重视，而其他

年级的成绩测评有所忽视。以代县四中为例，九年级的所有教师都参加了教学质量

分析会。每位教师分析班级学生的整体情况、学生的问题和未来的解决方案，其他

教师补充他们的分析结果。在会议中，所重点强调的是如何促进高中入学考试成绩

的提升，而对于其他年级的教学质量分析，则往往很少涉及。

第二，在教学质量分析上，往往存在非正式性特点。尤其是对于其他年级的教

学质量分析，不仅往往很少涉及，即使有所涉及，也往往采用非正式的形式给予测

评。在期末结束的总结大会期间，学校将把各年级各学科的排名和平均分数打印出

来，并将其传递给所有教师，以方便他们了解自己所带学科的实绩。但是，此结果

不会在全校张贴公布。如果班级成绩存在很大问题，校长将单独与老师交谈。这种

质量分析是非正式的，需要教师的自我质量意识。鉴于在教学质量分析上，存在非

正式性特点，因此很多教师只好通过自身的教学研究，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访谈：代县四中数学张老师

访谈内容为：你们学校是怎样实施数学教学质量分析测评的？教研室是否对数

学教学的整体质量分析实施了统一组织？

张老师：在期末考试后，学校给每位任课教师发放所带班级的成绩单，成绩单

主要是分数和单科排名。如果结果非常糟糕，教导主任将与我们谈话。月考，期中

考试都会有质量分析。而教研室只关注全市质检考试科目的质量分析，且没有一致

的表格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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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学校与教研室之间的教学质量分析存在差距。在学校内

部教学质量分析中使用的方法和对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教研室也非常片面，当前尚

没有构建统一、规范的教学质量分析检测模式，从而对各学校的教学质量提升带来

了不利因素。

2.2.2.3 备课组教学质量监控

备课组负责人负责组织本年级教师分析教材、研究学生、并认真准备课程。即

教师应力避形式主义倾向，进而实施优质、高效的准备工作。从具体的测试来看，

学校教导处对于备课组的教学质量管理相对来说最为规范。在这里本文提出该县四

中的学校数学备课组教学质量监测记录量表给予分析：

表 2.7 学校数学备课组教学质量监测记录量表

基本备课状况的询问 基本听课状况的评价 对教学质量的分析评价

内容难点分析 教学讲课评价 全体学生达成度

学生程度分析 学生思维评价 困难学生提高率

方法适度分析 过程安排评价 先进学生优秀率

从上表的具体询问内容来看，不仅涵盖了课程准备状况、课堂评价以及教学质

量等，且所有内容均与初中的教学质量有关。在实践中，备课组组长将要求老师在

每周备课活动之前准备课程，然后安排其他老师参加听课。在分享经验后，这里将

选择一位教师来对活动经验进行总结，并将“学校数学备课组教学质量监测记录量

表”给予填写，此表格为一式三份，分别向校长、备课小组组长以及备课教师提交。

这样，代县四中的每个备课团队不仅监督了教学质量，而且在教学过程中也发现了

问题。通过长期活动，学校培养了对教师的质量监控感。

2.3社会监控的现状

初中教学质量的外部监测是公共行为，公共管理不仅仅是政府垄断。从当前来

看，政府部门的公共责任承担，往往已经从由政府承担，渐渐过渡到由公共事业管

理体系中非政府部门甚至是自然人承担。在这种背景下，在该县的初中学校的教学

质量过程中，也难免会受外部环境氛围的局限或者影响。

2.3.1家长维度

学校在实施教育教学过程中，来自社会的监控资源主要涵盖两个层面。其中学

生家长最为关键。它可能是通过各种隐形的方式来干预的，例如与教师沟通和留级

转学来实现目标。目前，学校定期召开家长会，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建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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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互动，家长监督委员会，并参与学校管理。这些参与和监控主要集中在学校层面。

父母被动地接受有关教学质量的信息。但家长往往仅仅关注自己子女的学习，而对

其他学生的学习可能关注度较小，因此不可能全面把握初中学校的教学质量。家长

缺乏必要的信息来支持和参与教学质量监测。

2.3.2个体与组织维度

另一方面，教学质量监测的外部主体来自关注教育发展的个人和组织，他们通

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影响支持和干预教育。例如，雁门救济中心和树华基金为贫困学

生提供生活津贴资助，以支持贫困学生的学习。这些组织和个人采取适当的激励措

施，指导政府和学校关注特殊学生和贫困学生，使学生接受公平的教育。

因此，本研究从政府维度，初级中学维度和社会维度分析初中教学质量监控问

题的现状，对于指导初中教育质量监测工作更为全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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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研究发现，在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的实践中存在严重的问题，特别是监控主

体、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方面。

3.1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存在的问题

3.1.1政府、学校及社会对教学质量监控的认识不清晰

3.1.1.1 对质量监控的重视程度低

本文通过全面检测、评价代县的教学质量监测问题可以看出，当前该县的教育

行政部门，政府教育监督室，学校和社会监督都存在忽视教学质量监控的现象。

3.1.1.2 质量监控的标准存在偏差

初中教学质量监控标准是代县教育局监督教学质量的基础。在代县教育行政部

门，有两个与教学质量监测相关的文件：其一是《代县 2016 年初中教学质量评估与

激励措施（代教[2016] 7 号）》，其二是《关于印发 2017 年学校工作管理责任评估

方法的通知》。在第一份文件中，确定了初中学校质量监控的指标，即总分数=高中

入学考试得分*60 %+学校的教学质量得分*40% 。

而当前学校的教学质量总得分采用以下计算获得：

即:学校的教学质量总得分=高中入学考试质量得分* 60 %+八年级期末得分* 20%

+七年级期末得分* 20% 。

在这个评价标准中，学校教学质量仍然与高中入学考试的得分挂钩，也就是说，

当前学校的教学成绩评价，总是与高中入学考试的成绩存在密切关联。因此在监控

结果上往往是侧重于对九年级教学质量的考察评价，而对其他年级教学质量的考察

评价却有所忽视，从而对各年级教学质量的共同提升带来了不利影响。

3.1.2教学质量监控组织机构不完善

3.1.2.1 只完成督导不做指导

目前，在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的职能履行过程中，相关的办学建议、意见等很

少向初中学校及时反馈。教育督导办公室在完成各督导报告后，将由教育局办公室

以文本和电子形式向市教育督导办公室发送监督报告。但是，当报告中的问题得到

解决时，视角来自政府的角度。监督报告的重点是整体，但忽略了个别学校如何整

改的问题。因此，教育督导部门有必要将指导作为监督工作计划未来发展的任务之

一。

3.1.2.2 现有组织的关系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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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教育行政组织的纵向维度视角来讲，在权力与权限上可以说等级分明，甚

至上下级之间的各种权力职能均非常清晰，即均要求必须依据规章制度、相关立法

法定程序贯彻落实，下级对上级的命令要无条件的服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各行

政主体在行政权力的运行中，往往侧重于关注是否符合现行法规和程序而忽视组织

目标的实现程度。无论组织的潜在目的如何，只需遵守法规和程序即可。

而立足横向维度视角来讲，在很多的组织职能部门之间，相互的权力关系属于

一种平行关系，因此每个职能人员均应严格依据立法规定、规章制度办事。因为组

织本身在组织的各个部门和成员之间存在诸如职责不明确和权限不明的弊端，同时，

彼此推诿扯皮、相互制约的事情时有发生。

现有组织之间的关系不顺利，首先是教研室和自考办权限的重叠；其次由于教

育相关行政部门的干预，教育监督办公室的工作中断，许多计划被放弃。

3.1.2.3 学校主体性调动不够

在目前的初中教学质量监控问题中，约束和规范被置于质量监控问题的首位。

初中学校往往追求“整体”的教学质量价值取向，追求统一的质量标准或评价指标

体系，但在整个过程中，初中学校作为教学质量的主体并没有真正被触及，更不用

说积极的自我监控。

3.1.2.4 社会质量监控的缺失

很显然，社会监控是学校和政府之间的平衡媒体，在整个初中教学质量监控中

至关重要。但目前其功能作用发挥不足。一方面,由于其缺失而由教育行政部门独享

初中教学质量监控的大权。而在另一方面，在社会与政府之间，在初中学校的教学

质量要求上显然存在很大差异，即在社会层面上，均期待学生群体的学习成绩优良。

入学率很高被认为是一所好学校，而入学率过低则被认为是教学质量不高的一所学

校的重要体现。而在政府层面对于学校的要求，即为学生群体提供全面高质量的教

学，促进他们在初中阶段的全面、健康成长。可见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存在迥异，因

此也会对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产生客观影响。

3.1.3教学质量监控的运行机制不健全

3.1.3.1 质量监控活动缺乏统一的领导部门

在具体的初中教学质量监测活动中，刚性的制度保障或者是专业领导均缺乏。

突出表现在当前尚没有专门创设领导部门，仅仅是将各种责任、职能向教育行政机

关的各个部门分配。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初中教学的质量监控，往往所采取的只能

是临时的组织形式负责实施，即抽调相关部门的职能人员组成教学质量监督领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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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负责实施。但是，在实际实施中，由于自身工作和角色定位的问题，各部门缺乏

责任感和缺乏监督，导致监测结果存在偏差。

3.1.3.2 对监控的结果分析不够深入

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和系统的制度保障，各部门在实施质量控制方面的责任意

识非常匮乏，具体活动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时候是敷衍的，大部分时间是完成

上级指派的任务。当前从监测结果的应用来看，尚不能对学校的教学方式不足提供

有效的参考，也没有与学校的奖惩问题挂钩。而且很多考评结论往往是依据考评者

主观经验而得出。因此不仅制约了其应用能力。还会误导主管当局对此作出判断。

3.1.3.3 监控的反馈与指导不力

在监测代县教学质量时，有效监测最终体现在及时修订监测目标上。获得监测

信息后，县教育局应及时向学校提供反馈意见。在实际过程中，很多反馈信息都不

是很及时。鉴于教学质量考评信息的反馈不够及时，所以难以对学校的教育决策提

供重要依据，导致不少教育决策出现偏差。这些都是由于信息反馈的偏差，因此有

效改变这种质量考评信息反馈不及时的现状，已经显得亟不可待。唯有如此，才能

为提升初中数学教学质量提供有益的参考依据。

3.2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针对教学质量监控存在的问题，发现负有责任的各主体部门，现有组织关系以

及质量监控运行过程的问题较为严重，现对其产生的原因分析如下：

3.2.1政府、学校及社会责任意识的欠缺

3.2.1.1 主管缺乏责任意识

作为决策者，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从自身利益和视角出发，一方面要严格落实

政策措施，另一方面还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显著成效。但是，在学校管理中，代

县初中教学质量监控问题是一个长期问题。它必须作为一个基本问题来实施，并体

现在教学质量的各个方面，这也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才能够出现一定效果。因此，

教育问题的短期效用和长期过程产生了突出矛盾。一般监测模式是通过临时监测小

组实施质量监测。监控团队每次只关注临时目标和短期监控绩效。从这个层面分析，

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责任意识较弱，缺乏长效机制来确保该项制度措施的落实。

3.2.1.2 家长责任意识的缺位

从以往情况分析，在质量监控体系中，家长的参与受到一定制约。一方面，学

生家长被动地接受教学质量的信息，只有在家长会或家长积极了解的情况下才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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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学生的个人表现。另一方面，大部分父母只关心孩子的分数情况，对孩子的其他

方面的成长表现的很淡然，对于教学质量的监控他们不懂也根本不愿意接触和参与。

因此，家长缺乏支持和积极参与初中教学质量监控的必要信息，而且责任感非常薄

弱，缺乏监督责任。

3.2.2监控组织机构职能定位不清

3.2.2.1 教学行政部门每个主体的责任分散和责任推卸

在笔者的调查中，在专门实施质量监测的各部门中，有的部门工作内容极少涉

及质量监控，有的部门由于自身职能定位不清晰造成各自十分被动，还有的部门对

质量监控缺乏应有责任。由于缺乏长效制度和统一领导，现实情况是每个具体实施

的责任主体互相推诿。因为系统设计存在问题，很难要求所有部门和监控部门都有

良好的责任感。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导致各自为政，极大的降低了整体监

控效果。

3.2.2.2 教育督导机构的行政化

教育监督办公室设在代县教育局办公楼。教育质量监督工作受方方面面的制约。

按常规来说，教育督导室的主要工作是监督各学校的政策落实情况。事实上，

督导室的工作核心随教育局工作重点的变化而改变，换句话说，教育局的工作重点

就是督导室的督查重点。而教育督导室应该以独立的身份，严格监督一个地方的教

育发展情况。如果督导办公室只是以教育局项目为监督对象，将会失去工作特色，

并慢慢依附于教育局。

3.2.3监控运行机制专业权力被削弱

3.2.3.1 重行政监督轻专业指导

从代县来看，教育主管部门对初中学校的质量控制是按照行政命令进行开展的，

学校可以参与各种项目评估。例如，初中教学质量监控更注重教学管理的要求，但

不能充分反映教学业务指导的要求。在教学质量监督活动所涉及的组织结构中，工

作权限一般依据行政职位分配，相关人员要由行政部门领导。在整个过程中，很难

发挥专家学者在具体教学业务中的决策和指导作用。各部门负责人在决策和指导教

学业务方面无法取代专家学者的地位。换句话说，教学质量监控为行政部门的领导

履行行政职责提供了一个舞台，但并未给相关专家、学者提供指导的舞台和机会。

3.2.3.2 在制度安排上，侧重对下约束而忽略对行政约束

中国的监督制度一直适用于上级对下级，官方对人民的监督，而人民对政府的

监督几乎是“空白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存在相同的问题，即关注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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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因素，忽视了对自身的制约。这样，在学校管理中，经常发生行政随意性，行

政超越，行政不作为或效率低下，缺乏自下而上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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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解决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问题的对策

本研究从质量问责，完善监控机构和健全监控运行过程的方面，有针对性地解

决当前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存在的问题，旨在提高代县初中数学教学质量，促进

代县初中学科教学的稳步发展。

4.1质量问责，形成责任感

在代县初中教学质量监控问题中，要合理分配代县教育局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

责任。教育行政行为有强制性的和非强制性的。代县初中教育的质量监测很大程度

上反映在行政指导和行政服务等非强制性行政行为中。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希望

尽可能少地限制权力，并尽可能减少责任。加强行政责任，有必要通过外部环境增

加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压力。

4.1.1落实分部门质量责任制

从教育局的角度来看，各部门在监督教学质量方面的责任受到规范。此外，有

必要加强对教育局领导的教学质量的责任认识。代县教育局各项活动的决定由教育

局领导决定，然后由相关职能部门执行。因此，要使教育局领导的权责匹配，必须

由教育局局长统筹管理。

4.1.2实施初中学校领导质量责任制

每所学校的校长是学校负责初中质量监测的第一责任人。学校成立领导小组，

分工负责工作，形成层次落实的工作模式。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让校长制定切实

可行的校内质量监控方案。由校长负责，从学校的校长到中层管理人员逐级负责。

4.1.3实施初中学校教师质量责任制

学校要建立以“三个核心”为一体的一流的学生质量管理责任制，一是以班主

任为核心，强化班级制;二是以备课组长为核心，加强学科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备课

组组长的核心作用，协调学科教学，使备课组长成为学科教学的第一责任人。三是

以年级组长为核心，强化年级水平体系，实行年级责任制，年级办公室，年级评估。

年级评估和年级分析使年级领导者成为负责质量控制的第一人。

4.1.4实施初中教学质量奖惩制度

第一，中学生教学质量专项监督制度。根据管理的功能和实际情况，有计划有

针对的以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方式监督中学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有效运行。

第二，中学教学质量反馈问题。各级初中学校监督机构应建立初中教学质量反

馈体系，及时发现和调整日常监测中发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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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学教学质量分析和报告问题。建立自下而上的初中教学质量评估报告

问题，提高初中教学质量。学校和代县教育局的教学质量监督机构，每学年都对各

学校和代县的教学质量进行全面、客观、科学的分析，总结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

提出改进明年教学工作的思路和措施。

第四，中学教学质量综合评估和奖惩制度。建立从下到上的综合评价和中学教

学质量奖惩制度，评估代县教育局和各初中学校的教学质量水平，并将过程监测与

成果评价相结合。综合考虑教学过程的评估积分，日常的学业水平抽样结果和中考

成绩的提高率，根据综合评价的结果，对有关单位进行奖惩。

4.2完善监控机构，确定监督权限

4.2.1合理划分各部门职能、权力与责任

代县教育局既是一个分工与合作的机构，又是一个权责分配体系。需要做到以

下几点：首先，根据各部门在初中教学质量监控过程中的相关性，突出了基础教育

科、教研室和教育督导室三个关键部门的作用。自考办建立学生学习质量档案的工

作应交由基础教育科完成，以便基础教育科控制和使用信息。

其次，在确定主管部门之后，需要两份文件，一份用于部门工作指示，另一份

用于个人工作说明。首先是界定部门的责任，这要求代县教育行政部门、下属初中

校长和相关团体一起进行协商。重新划分政府与学校之间的权力，使政府和学校都

能够履行职责;第二是形成个人工作说明，以便描述每个职位所需人数，所需能力和

素质，工作的从属关系，责任工作内容。通过这种方式，部门和部门的个人对自己

的工作内容和权限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工作将更加顺畅。

第三，我们必须强调这三个部门应该明确部门工作职责的内容和权限。不要与

其他部门的业务内容重叠。例如，基础教育科应强调其在部门职责中的行政职责，

并以临时部署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形式制定业务计划。

4.2.2领导组织结构调整，共同设定目标

在组织系统中，要有明确和共同的组织目标领导工作，从而消除存在于不同价

值观、工作态度和利益集团取向中的冲突和矛盾。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的目的是

提高教学质量，实现将目标整合成组织总体目标。即形成各级各部门的工作任务和

目标，建立共同的总目标体系，指导各级各部门的日常决策和行动。使组织系统能

够实现原始计划的组织目标。

组织重构可以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进行。从上到下是一种领导策略，带有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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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易发生冲突。在确定每个部门的组织目标时，教育局的决策层需要有一定程度

的倾向，以便每个部门在设定部门目标时都能考虑这些因素。当部门的目标设定和

个人目标设定逐渐趋于一致时，内部驱动力将支持实现组织的目标。通过这个过程，

组织也实现了定位和功能的转变。

4.3健全质量监控过程运行机制

代县初中教学质量监测机制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是，监测机制可以及时、准确

地掌握学校教育教学实际情况、教育质量水平及其相关信息。而有效的措施有：政

策保障，形成长期监督机制；构建初中教学质量信息监控体系；建立信息反馈系统，

协调各部门的运作。

4.3.1政策保障，形成长期监督体系

总体而言，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体系需要通过政策保障和制度规范来指导其

教学质量活动。其制度结构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代县教育局规范和激励了各初中

学校的教学质量监控,另一方面，它规范与激励了代县教育局自身监督行为。只有当

这两个方面同时存在时，监测体系才是完整有效的。

事实上，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背景下应该有不同的行政政策和顶层设计。因此，

本文探讨了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的主要结构，并不涉及具体的制度内容。

4.3.1.1 对初中学校的规范与激励

从政策组成部分来看，政策规范应包括鼓励和禁止，以使其更具可操作性和更

完善。在制定激励政策时，要充分调动各初中学校的积极性，提高全县初中教学质

量的整体水平。例如，以代县重点初中代县四中作为中心校，辐射影响其他农村学

校，对其统一管理和定期交流。提出初中学校教学质量标准是其政策完善的必然设

计。同时，代县教育局还应制定相应的政策，确保规章的实施，使代县初中教学质

量监控体现制度化形式。初中学校必须承认并遵守这一政策。在政策规定中，不仅

要澄清相关的限制因素，还要对政策落实中出现的严重违反有关制度的行为进行惩

处。只有这样，各项政策措施才可以得到高效落实。

4.3.1.2 监控问题的程序规则

一般情况下，在公共管理相关的各类制度体系中,规范行政部门的施政行为不仅

是其基础,也是质量评估的核心依据。同时,也是质量监测有效开展的关键保障。县

级教育行政部门对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究竟监控什么,如何监控,等等,这需要代县教

育局制定明确的规则，包括监测的宗旨、原则、内容及流程等。应以制度形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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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做到公开、公正。只有制定科学合理的政府监管规则，我们才能确保监测和

权力运营不会随意改变。

4.3.1.3 政府监控权的限制和监督制度

第一，建立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有效的制度安排应建立一个多

层面的平台，以便在同一权力系统、上下级权力系统以及公民和公共权力之间相互

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的主体是行政权力的源泉。代县教育行政部门在保证初中自

主办学的基础上行使政府监督权，不得利用政府的强制力构建新的制度。根据实际

情况，代县教育局的相关规定重点是对行政机关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具体制约。

限制他们超权限施政，做到了进一步降低施政错误，让其朝着组织目标有效发展。

第二，完善教学质量监控绩效评估机制。在代县实施教学质量监测问题后，人

们自然会关注实施的结果。政府，社会和人民都希望质量监督能使学校在教学中取

得更好的成果。建立绩效考核问题是代县初中教学质量监控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核心任务有两点：一是测量和检验质量监控的总体效果。教育主管部门对质量监

控的主要成效，必须通过一定的信息来反馈。对比质量监测的实际目标，检验实现

目标的程度，以及它与目标的差异程度。

因此，建立初中数学质量管理绩效评估问题，不仅是衡量县级初中教学质量监

控水平的标准。同时，它将鼓励监控者根据监测过程中的监测目标和标准，有意识

地审查其行为，改进监督责任，并以最大限度追求目标的最大效果。其次，还可以

及时根据监控目标进行纠偏纠错。教学质量监控机制是动态运行的。无论是政策的

应用或改进，都必须以政策评估为基础。

4.3.2构建初中教学质量信息监控机制

目前，在实际监测过程中，尚未建立运行良好的信息管理系统。造成这种状况

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信息采集存在失真。政府收集的大部分信息都是通过初中学校

的报告材料和行政部门前往学校进行现场调查，但这往往是时间紧迫、任务重大。

调查组只能听取汇报和留存影像资料，很难深入了解事实，教育局也很难全面了解

各学校的办学情况并采取对应的措施。二是信息披露率低，传输范围窄。县教育局

在向各初中学校发布一些批评或纪律处分的信息时非常谨慎。信息的措辞非常委婉，

信息传递范围小，甚至是对有关学校的单向反馈。从而减轻学校的压力，但削弱了

其在教学质量的督导作用。第三，初中学校利用资源的意识不高。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为各学校查找信息提供了多种渠道，但相当多的初中学校尚未充分树立积极利用

信息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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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监控问题应及时获取、组织和使用信息。为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代县教

育局必须构建专用的内部信息系统，做到及时、高效收集各基层学校填报和整理的

相关信息。同时，还需要科学进行分析，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科学指导

和反馈。首先，应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构建和完善政府、社会、

学校、公民良性互动的信息平台；二是进一步健全信息采集、传输、存储和使用等

管理体系，全方位收集教学质量相关信息，作为对各类初中学校进行质量监控的重

要参考；三是进一步优化信息传输渠道，做到及时高效，同时还要健全意见反馈渠

道，做到信息畅通。

4.3.3建立信息反馈系统，协调各部门的运作

以县为基础的初中教学质量监测机制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监测系统。该机制

强调内部的纵向、横向和倾斜的相互信任、相互协商和信息共享，这是机制权威的

基础，也是其基本的管理原则之一。在这个组织中，信息来源是多方面的，包括政

府法律法规，教育局的具体监测目标和任务，以及初中的教学条件。该组织需要深

入思考如何整合和使用这些信息。

从上到下的信息传递是传统的信息流，即政府发布法规和指令，初中学校接受

政府的指令并执行。代县教育局在管理过程中对下属学校有两项监督管理职能，需

要更多的相关信息。特别是，关于教学质量的持续有效信息可以有效及时地监测初

中学校。初中学校的自我监控目标也需要相关信息 。因此，初中教学质量监测中的

信息流应形成一个开放，畅通的上至下，下至上，纵横交流的沟通渠道。以便实现

组织内部信息的高度共享。同时，监测组织系统必须有明确的组织目标，建立信息

沟通网络和相关的信息反馈系统，以实现组织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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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 语

代县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的目的是提高初中生的素质，实现人才的培养。当

前初中的数学教学质量监控工作正处在摸索和建立时期，适合初中学校自身的教学

质量体系，各学校仍在制定、运行和完善过程中，不断发现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整体水平。本文结合代县 5 所初中的实际情况，分析其与本文的

相关性，在研究大量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监督室、学校的内部

质量监测和社会监督，分析了当地教学质量监控的现状。提出了三种解决对策，为

初中学校提供经验。

虽然本文从多方面探讨了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存在的问题，试对其进行理论

上的建构，并提出了合理化改进策略，但由于样本选取有一定的局限性，从实证层

面分析并不完善，这算得上是本论文的一个主要缺憾；另外，本研究还有不完善的

地方，在未来还需深入研究。

教学质量与学校乃至社会和国家的培养人才素质有关。笔者认为，在下一步的

研究和实践中，可以从四个层面进行：首先，要倡导建立初中数学实验基地，并且

在教学中推行全面的质量监控机制。该理论用于检验理论和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

反复研究改进和提升。其次，这种问题是立足于我国北方学校的教育教学情况而设

置的，因此其指导性并不普遍。笔者希望，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可以对我国南方各

省份的学校进行调研，并协调构建一套较为完备的监控机制，以提高其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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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 录 A: 代县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问题访谈提纲

一、教育局领导访谈提纲

1.教育局机构的组织情况如何，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2.代县初中学校的学生分布和学生结构如何？能否简单地评价一下？

3.代县教育局是如何调动学校办学的积极性的？

4.如何评价代县教育的优势和不足，以及目前造成这种教育现状的原因是什

么？

5.现行的选拔和聘用制度是什么，例如校长和副校长的任免制度？

6.您如何看待代县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您如何看待教育主管部门对一线

广大教师的评价和激励问题？

7.当前，代县教育系统实施的与质量监控相关的措施有哪些，现状和监控方法

如何？

8.在教学质量管理过程中，教育局经常运用给各类学校进行排名，对完不成任

务的学校进行处罚，在财政拨款方面进行调控，在各类行政审批上进行挂钩等等，

这些在代县存在吗？

9.在教学质量控制方面，教育局的核心职能是研究出台制定政策并进行监督检

查以及评估吗？

10 初中联盟学校如何运作，如何监督这个项目？

11.代县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是如何监督检查的？反馈如何？

12.您认为，质量监控中的哪一点最关键？当前，又有哪一点最弱?

13.在基层学校中，领导层和一线广大教师对质量监测持何种态度？

14.您以为，代县教育局应强化哪些管理功能？还应该对哪些项目进行简政放

权?

二、校领导访谈提纲

1.您认为当前代县教育处于什么水平？存在什么问题，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什么？

2.当前，代县各学校中层干部任免问题是否合理？存在什么突出问题？有哪些

改进建议？

3.当前，代县各学校的教师结构是否合理？这里重点指教师的学术水平、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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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等方面的结构，教师的初始资格和课程是否一致？

4.各学校的教研组、年级小组安排是否合理？有哪些问题和不足，需要如何改

进？

5. 在提高教师的积极性上，贵校采取了哪些措施？

6.贵校的学生整体素质如何？

7.谁负责监控学校的教学质量，他们重点从哪几方面进行监控？

8.影响当前学校教学质量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9.学校是否定期召开质量分析会，是采用什么方式召开的，效果是否明显？

三、教师访谈提纲

1.您认为，代县当前教育发展水平如何？有什么经验和不足？

2.你所在学校，常规教学环节有哪些，如教师准备，课堂，辅导和家庭作业？

存在什么问题?

3.您所在学校，教研工作是怎样开展的?存在什么问题和不足?

4. 您所在学校，各类考试是如何安排的?试题从哪里来?考试后有没有教育质量

分析，是否研究相应的改进措施或对策吗？

5.在教师培训方面以及广大教师普遍关注的职称评定方面，学校采取了什么做

法？

6.学校教导处，政教处和总务办公室对教师的支持程度如何？

7.校长和学校中层领导上课和听课的情况如何？

8.教研室来你们学校开展工作吗，教研室的关注对教学质量是否有影响？

9.当前，代县教育系统中，影响教学质量的关键要素有哪些?

10.您是否定期进行成绩分析，如何分析？

11.您和您同事的工作热情如何？您的学校有什么措施来提高教师的积极性？

四、社会各届人士访谈提纲

1.当前，代县初中教育的总体水平如何？您对这种状况持什么态度，有哪些改

进的方向？

2.代县学校布局是否合理？你觉得应如何处理?

3.学校之间有许多竞争，如生源的竞争，办学环境的竞争，高中入学考试成绩

竞争等。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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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代县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问题问卷调查

教师问卷

老师：

您好，本调查问卷是对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初中教学质量控制问题及相关情况的

调查。问卷所得数据仅用于毕业论文撰写。此次调查问卷形式分两种，分别是选择

问卷和开放问卷。再次感谢您的配合！

填答者基本信息：

性别：_________

年龄：_________

学历：__________

现任职务：__________

专业职称：_________

工作年限：__________

第一部分：单项选择题

1.在初中教育中，作为教学管理人员，代县初中教育质量管理重要吗？（）

A 非常重要

B 比较重要

C 一般

D 不重要

2.贵校是否实施了代县初中数学教学的质量控制问题？（）

A 是

B 否

3.您对初中数学教学的质量监控内容了解多少？（）

A 非常了解

B 有所了解

C 不甚了解

D 一无所知

4.您对代县初中数学学科的质量监控持什么态度？（）

A 能理解、拥护并积极支持

B为了学校通过检查，严格按上面要求办

C应付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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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一般消极应对

5.目前教育部门监督初中学校质量的主要手段是什么？（）

A 听课制度

B 督导制度

C 教学检查制度

D 学生评教制度

6.根据您的了解，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对各类检查所得结果如何利用？（）

A有效运用检查结果，并根据结果采取措施。

B有选择地运用检查结果。

C只有改进措施，没有控制措施。

D 只想了解情况。对学校没有明确的要求。

7.您通常如何使用反馈结果？（）

A基于检查结果，努力改进教学活动

B根据监测结果，逐步改善教学活动中的问题

C无视它，无论如何，教学质量监控活动是“面子工程”

D 根据监测结果，被动的改进

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8.教育部门的监督和管理人员主要由（）组成。

A主要是专职兼职初中教育督学专家，其具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

B组织人员大多数是专家，其他则多是掌握相关政策的人，其专业化水平不高

C除个别人员外，多是临时从各单位抽调的人员，他们对教育监测内容不了解，

有具备一定政策水平的行政管理者，但其专业化水平也不高

D监控人员是临时的，他们只根据任务要求办事，专业水平很低

9.贵校教育质量监测的内容是什么？（）

A 学校教育教学主要过程

B 学生各科知识水平能力提高情况

C 政府机构对学校的支持情况

D 其他影响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

10.在监测中，代县教育系统的质量监控主要由哪些机构来完成？（）

A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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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学生及其家长

C 督导室和教研室

D 教育行政部门

11.学校内部的主要质量控制活动是什么？（）

A 学校全面性视导制度

B 年级组常规检查制度

C 听课评课制度

D 学生评教制度

12.作为一线教师，您认为质量监控难在哪里？（）

A制度政策实施需要客观条件支持，而这所有的条件通常不是完全有的。

B由于监测本身是对追求自由、个人自身利益等的约束，监督工作与被监控者的

利益抵触。

C由于教育质量的复杂性，缺少完成监测的条件，以及受监测人员的情绪抵抗，

监控者有抵触情绪。

D政策的可行性差，可操作性更差。

第三部分：开放式问题

13.学校在哪些方面监控初中教学的质量？

14.你经常听其他老师的课程，并对他们的课程做出毫无保留的评论吗？

15.教学监督后，上级部门是否会及时向学校报告监测结果？对于反馈回来的信

息，学校一般如何运用？

16.从学校教学和管理人员的角度来看，您主要使用哪些方法来监控初中数学教

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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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问卷

亲爱的同学：

我是山西大学 2015 级研究生，为了研究《代县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监控问题》，

需要了解贵校有关教学方面信息，恳请同学认真填写，此问卷为匿名形式，不会对

个人隐私有影响，请回答以下问题，再次感谢您的合作与帮助。

一、基本信息 请在括号或横线填写或在相应答案处打“ √ ”

1.您所在学校 （ ）

A 代县四中 B 代县五中 C 红旗中学 D 阳明堡中学 E 枣林中学

2.您所在年级（ ） A 七 B 八 C 九

二、教学质量评估机构

3.你学校有没有初中数学教学质量评估机构？（ ） A 有 B 不清楚 C 没有

4.学校是否有初中教学质量信息的反馈平台？（ ）A 有 B 不清楚 C 没有

5.你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初中数学教学质量评价的有关信息？（ ）

A同学 B老师 C学校教学质量评估宣传栏 D期末评估任务

6.您知道现有的初中数学教学质量评估指标吗？（ ）

A不清楚 B比较清楚 C非常清楚

7.学校是否征询学生的意见在制定代县初中数学教学质量评估方面？（ ）

A 有 B 有,抽样征询,但是没征询我 C 没有

8.教导处有没有做过关于学生教学评教方面的宣传讲解工作？（ ）

A 经常有 B 有 C 有时有 D 没有

9.教导处通过什么方式做教学评教宣传讲解工作？（ ）

A 发放问卷 B 电子邮件 C 教学管理系统登陆填写 D 组织会议讲解

10.以下哪些人员对同学们进行宣传讲解？（ ）

A 班长 B 辅导员 C班主任 D 教导处主任 E校长

11.代县初级中学教学质量评估指标能否充分反映教师的教学水平？（ ）

A 能 B 基本能 C 不能

12.您认为教学管理部门会重视您的评估吗？（ ）

A 会 B 基本会 C 不会

13.你对初级中学教学质量评价工作怎么看？（ ）

A没有用途 B有一定的用途 C很重要

14.对您目前正在评估教师的教学，您是否会收到老师的反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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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会 B 有时会 C 不会

15.您认为学校应该建立一个专业化、信息化的初中教学质量信息反馈平台吗？

（ ）

A 应该 B 无所谓 C 不应该

16.你学校有教学意见箱吗？（ ）

A 有 B 没有

17.学校每学期有几次关于学习方面的家长会？（ ）

A 0 次 B 1 次 C 2 次

18.关于数学成绩考评方式？（ ）

A 期末考试 B 小测验 C 期末考试+小测验

19.学校对数学学业成绩考核包括哪些内容？（ ）

A基础知识 B基本技能 C计算技能 D图形技能和统计技能

20.是否有专人负责代县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的反馈？（ ）

A 有 B 没有

21.谁担任负责人？（ ）

A 班长兼职 B 班主任 C 年级组长

22.您认为代县初中数学教学质量评估问题的问题是什么？有什么意见或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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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三年弹指一挥间，我的研究生生涯马上就要结束了。站在这个历史的关头，回

顾过去的努力已成为美好的回忆。在我的研究生论文即将完成时，我谨向这三年来

所有关心、支持我的人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本文是在我敬爱的张老师耐心指导下完成的。导师严谨的作风，崇高的品格，

渊博的知识，严谨的学术态度，谦逊的个性魅力，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师不

仅教我写论文，还教我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从课题的选择到文章的完成，经过多

次修改后，导师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指导，我想对我的导师表示深深的感谢和祝福！

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得到了单位领导、同事和家长的大力支持。在我的论文

撰写过程中，还大量吸收、借鉴前人的成果。在此一并感谢！

201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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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姓名：王美凤

性别：女

籍贯：山西省代县

个人简历：

学习经历：2007-2011 山西大同大学

工作经历：2013-至今 代县枣林中学任教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18303402978

电子邮箱：54209137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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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

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

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

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

的成果。

作者签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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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

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

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

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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