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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调查重庆市高校教学现状，从总体上分析调查的设计与实施，提 出解决对策，并阐明后续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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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调查主旨 

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教学质量的优劣不仅是 

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而且是能否 

保证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因此，提 

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既是高等学校的义务，也是教 

育行政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九五”期间，尤其是重庆直辖和第三次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以来，重庆高等教育发展成绩显著。重 

庆市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从 1997年的 14．3万人增 

至2000年的21．5万人。其中，以普通本专科为主体 

的在校生人数从 1997年的 8万余人增至 2000年的 

12．5万人，增幅达到 56．3％。学科专业结构、教学改 

革等成绩明显，为重庆及全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培养了一大批高级专门人才。但是，我们必须清楚 

认识到，由于高等学校大扩招，高等学校长期投人不 

足和教学改革相对滞后的缺陷开始暴露，高等教育 

教学质量问题逐渐成为高等学校教育中反映最多、 

最集中、最尖锐的问题。为了使重庆市面向 2l世纪 

的高等教育发展及教学改革能建立在一个充分把握 

现实的基础上，我们委托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 ，组织 

专家在重庆市高校实施了较为全面和较大规模的教 

学现状调查，并以“重庆市高校教学现状调查与对策 

研究”为题列为市级教学改革项目 

调查立足于重庆市教学现状，找准问题 ，分析问 

题存在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为新世纪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的系统改革乃至全国 

高等教育教学的改革提供扎实可靠的基础。而通过 

本调查研究还培养了一批关心重庆市高校教学现 

状、改革和发展，掌握了相关研究方法，有志于且有 

能力进行高校教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 

二、调查设计与实施 

该项研究从 1999年 7月进行调查问卷设计，到 

2000年2—4月间实施调查 ，4—7月进行数据统计 ， 

8—10月撰写首批调查报告，历时一年有余。 

调查对象为在校大学生。其中主要对重庆市院 

校合并前的24所普通高校(表 1)按年级、系科、专业 

进行分层分类抽样，涉及 164个系科，285个专业(含 

不同学校的相同或类似专业)。共计发放问卷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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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回收有效问卷 3 266份，回收率达 81．J％以上。 

其中一年级 1 l1 8份，二年级 l 001份，三年级 794 

份，四年级 354份，其它(5年以上或 4年以下学制) 

55份；理工类 l 354人 ，师范类 452人．文科类 590 

人，农医类449人．综合类 411人；女生 l137人，男生 

2 021人(有 108人性别数据丢失，但其它方面数据尚 

可使用，故也作为有效问卷保留)。 

表 1 重庆市院校合并前高校及教学调查分类 

分类 学 技 合计 

重庋大学、重庆建筑大学、重庆交通学 

院、重庆邮-g学院、重庆工学院、重庆建 

理工娄 筑高等专科学校、重庆工业高等专科学 9 

校、重庆电力高等专科 学校 、重庆石油 

高等专科学校 

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学院、重庆高 

师范娄 等师范专科学校、涪睦师范专科学校、 5 

重庆教育学院 

文科类 ； 外 美 
农医类 耋学、四川畜牧兽医学院、重 ， 

综合类 拿主播电视大学、渝州大学、重庆三 3 
本项调查对象的范围原设计为教师、学生 、管理 

者三类，以从多方面、立体 、客观地反映高校教学实 

际。但由于条件限制，首次调查仅在学生中进行 ，而 

且预设的已毕业在职的学生也未能包括在内。这些 

遗憾将会在今后的调查中得到弥补。好在学生是学 

校教育的“上帝”，高校教育及教学的根本是促进学 

生发展．所以作为“上帝”的学生们对高校教学的看 

法尤其值得重视。 

调查问卷由四方面 1O多个维度 l28个问题项目 

构成。四大方面为：专业课程与教材、教师与教学、学 

生与学习、管理者与管理，又可分为教师素质、课堂教 

学操作、专业设置与选择 、课程设置与实施、教材选 · 

用、资料设备配置及利用 学生素质、学生课堂内外学 

习及学习方法、作业及毕业设计、经济及在学习方面 

的投入、教与学管理制度、教学评价等 12个维度，每个 

维度下有若干提问项。这各方面、各维度和各个问题 

之间又互为关联，形成更多层面的交叉问题和报告课 

题。例如“教师教学”方面的作业布置、作业批改和 

“学生学习”方面的作业完成态度 作业质量等，教与 

学双方相互联系，多角度立体地反映了高校教学的作 

业现实及问题。又如“教师素质”和“学生素质”的相 

关研究；“教师素质”和“教学操作”、“教学评价”的相关 

性；教师管理与学生管理的联系等等．都构成了基于 

原始调查基础上的新的分析视野 本项研究预计产 

生的数十篇和已产生的 lO多篇调查分析报告，就是以 

这些大大小小平行、多边的现实与问题而构成。在些 

报告之后都有针对问题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建议，可贵 

的是其中有好些建议颇有创意且具可操作性。 

由十多位研究人员构成的课题组 ，在重庆市教 

委的领导下和重庆市有关高校教务处的大力支持 

下，调查实施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后又经过数月的 

调查数据整理、统计分析 ．撰写调查报告。但愿这些 

数据和文字对重庆市及全国高校的教学改革有参考 

价值和启示。 

三、对策与后续研究 

重庆市教委和高教处对市内高校的教学改革非 

常重视．从课程到课堂教学，从教师教学到学生学 

习．从教学管理到教学评价等 ．已有一系列新的想法 

和举措。目前有 的正在执行 ，有的尚待时机开展。 

本项调查的若干建议是由学者们针对具体问题提 

出，有学术价值，也有部分具有相当的实践价值，需 

要认真对待。拟在恰当时机召开“重庆市教学现状 

调查报告会”．由市内各高校教务和教研人员听证， 

对有价值且可行的对策进行确认和推广运用。 

本项调查研究不久将圆满结题，但此类研究不 

会终止。重庆市高等学校面向21世纪教育教学改 

革由一系列课题构成．该课题作为其中之一，其研究 

成果和结论与其它课题形相互支撑的局面，所提供 

的实事、数据及问题分析对其它课题的理论与对策 

研究无疑是一个支持。课题组及其他关心重庆市高 

等教育教学的学者们，以及教育政府部门的人员，在 

此基础上将继续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与工作，都可 

以看成是本项研究的继续。重庆市教委和高教处也 

将采取更多形式，例如高校教学互查互评 、高校课堂 

教学设计与比赛、高校教师论教学改革等等理论与 

实践活动，将这一研究继续深化。 

本项调查虽然仅限于重庆市高校，但所反映的 

现实及问题对于全国高校至少具有相当一部分代表 

性。有机会 ，该调查将会扩大到全国范围(课题组新 

近又承担了全国高等教学研究会面向 2l世纪的改 

革研究项目“中国高校教学现状调查与高校教学体 

系建构研究”课题)．从而使本课题的调查与研究能 

为21世纪重庆市及全国高校教学及高等教育改革 

提供切实的支持，具有更为广泛和深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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