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教通〔2024〕65号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 2023 年度湖南省
教育督导与评价优秀论文评选结果的通报

各市州教育（体）局，各省属高校：

按照《关于开展湖南省 2023年度教育督导与评价优秀论文评

选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市州、高校认真组织初评，共征集参评

论文 551篇。我厅组织专家集中评审，并对论文进行查重，评定

获奖论文 249篇，其中一等奖 37篇，二等奖 81篇，三等奖 131

篇；评定长沙市教育局、湘潭市教育局、株洲市教育局、湖南工

业大学等 10个单位为评选工作优秀组织奖。

希望获奖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和工作

研究，为加快建设教育强省、培育壮大教育督导力量做出新的更

大贡献。

附件：1. 2023年度湖南省教育督导与评价论文评选工作优秀

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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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3 年度湖南省教育督导与评价优秀

论文

湖南省教育厅

2024年 4月 7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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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年度湖南省教育督导与评价

论文评选工作优秀组织奖

长沙市教育局

湘潭市教育局

株洲市教育局

常德市教育局

永州市教育局

怀化市教育局

湘西州教育体育局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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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 年度湖南省教育督导与评价优秀论文
一等奖 37 篇

序

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市州/高校

1 《基于智能技术的区域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价系统架构设计与实

现》
章 勇 何志明 刘先发 长沙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长沙市

2 《“五有五全”谋督导，助推学校高质量发展》 杨明辉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 长沙市

3 《在“双减”督导指引下，奏响芙蓉幸福教育提质增效交响曲》 任 慧 长沙市芙蓉区育华小学 长沙市

4 乡镇教育督导的窘境、对策与成效 胡兴衡 衡阳市衡阳县教育局 衡阳市

5 打造校内督导标准范式 助推学校内涵发展 周 军
株洲市芦淞区教育局督导

室人员
株洲市

6 立足区本、精准施策，稳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 付 德
株洲市芦淞区教育局副总

督学
株洲市

7 强化监测结果运用，开辟中小学校心育通途的实践与思考 谢忠平 湘潭市教育局 湘潭市

8 开展督导评估，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赵学勤 湘潭市教育局 湘潭市

9 第三督学责任区中小学心理健康状况的调研报告 陈宇丹 周雄辉
湘潭市湘潭县第三督学责

任区
湘潭市

10 湖南省普通高中督导评估指标体系（2023版）阐释 周有达 刘剑波
湘潭市第一中学、雨湖区教

育局
湘潭市

11 基于督导评估视角下提高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习状态的对策研

究
李久源 李佳倚 邵阳市教育局 邵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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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市州/高校

12 特殊教育学校教学督评现状及改进对策研究 何嘉欣 邵阳市新宁县特殊教育学校 邵阳市

13 浅谈教育督导对学校教育质量的影响 周颖慧
岳阳市岳阳县月田镇中心

小学
岳阳市

14 一个电话引发的督导 甘君艳 万一
常德市安乡县大鲸港教育

督导站
常德市

15 学校内部督导体系构建和运行机制研究 饶中南 常德市安乡县官垱中学 常德市

16 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南县教师队伍建设

现状调研报告
白明伟 益阳市南县教育督导室 益阳市

17 均衡发展视角下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实践与探索——以郴

州市北湖区为例
王 帅 郴州市北湖区教育局 郴州市

18 如何运用监测结果改进教育教学工作 周宏秋 唐月光 永州市零陵区教育局 永州市

19 基于语文质量监测结果的分析、诊断及对策 何振宇 石玲平 永州市零陵区教育局 永州市

20 永州市中等职业教育督导评价的困境 唐 鸣 永州市宁远县职业中专学校 永州市

21 中小学内部督导现状研究 严时兴 翟淑君 邹小丽 怀化市教育局 怀化市

22 学校督导体系构建与运行机制研讨 米亦舒 张远平
怀化市辰溪县第一督学责

任区
怀化市

23 以质量监测为抓手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郭正航 彭晓文
娄底市双峰县教育督导委

员会办公室
娄底市

24 督学培训培养体系建设研究报告 彭育国
娄底市新化县人民政府教

育督导室
娄底市

25 立足学校实情，规范办学行为、努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何 治 湘西州吉首市第一中学 湘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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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市州/高校

26 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改革下的督导队伍建设探索与思考 孙科培
湘西州永顺县教育和体育

局督导室
湘西州

27 "双减"督导——"督"在何处,"导"向何方 傅 晰 湘西州保靖县岳阳学校 湘西州

28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校课程考核的“放水”现象及其治

理
张晓报 柴亚玲 湖南科技大学 高校

29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高校教育“三全督导”工作创新研究与实践 罗丹丹 张 春 湖南工业大学 高校

30 考评制度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驱动机制研究——基于高

校教师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毛春华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31 湘西地区学前教育布局合理性评估——基于 GIS核密度分析 徐文仪 周述贵 莫群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校

32 学生反馈视角下的高职院校督导体系创新建设研究 陈肇平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33 基于智慧教育的教学督导体系构建研究 李 敏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高校

34 基于 AHP 法的教育督导与评估第三方发挥作用评价及运行机

制研究

袁世军 徐 娟

王 渊 熊 丽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35 高职院校内部督导评价体系与运行机制构建探索
熊 敏 彭宣红

李维龙 宋昱琼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高校

36 低出生率背景下县域学前教育督导现存问题与对策研究 欧 平 杨钰锋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校

37 新时代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督导模式构建路径探析 李国华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校



—7—

二等奖 81 篇

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市州/高校

1 《基于关联分析的中小学教育质量监测评价运用研究》
邹良 黄彬

唐文君
长沙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长沙市

2 《教育督导与评估：教师自我发展的催化剂》 刘 锦 长沙市教育局教育督导处 长沙市

3 “双减”之后的办学质量新界定与破局 吴武夫
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湘一外

国语学校
长沙市

4 以“督”促教师成长，以“导”助教学提升 张红青 长沙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长沙市

5 《长沙市小学内部督导体系建构和运行机制研究》 李 礼 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 长沙市

6 持续完善，用督导工作凝聚向上力量——关于衡阳市第一中学督

导工作的调查报告
蒋阳波 刘海涛

衡阳市第一中学 衡阳市教

育培训中心
衡阳市

7 县域教育督导实施的必要策略初探 尹小军 衡阳市常宁市教育局 衡阳市

8 试谈中小学素质教育评价考察点的选择与印证 曾宪荣 衡阳市常宁市督学工作室 衡阳市

9 新时代教育督导改革的数据困境与治理路径探索 袁 海
株洲市芦淞区农村小学片督

学责任区
株洲市

10 片区督导在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中的积极作用 符瑕琳
株洲市天元区栗雨街道美的

翰城幼儿园
株洲市

11 浅谈教育督导中“访谈”的开展 唐硕颖 株洲市三门中心小学 株洲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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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市州/高校

12 春风化雨督导促 繁花似锦蝶自来 朱发华 株洲市攸县一中 株洲市

13 株 浅谈当前责任督学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韩 旭 湘潭市韶山市教育局 湘潭市

14 适应新时代要求，切实加强农村中小学美育督导工作
唐建伟 胡毅龙

马云辉
湘潭市湘潭县教育局 湘潭市

15 长株潭标准化督学责任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符建忠 湘潭市岳塘区教育局督导室 湘潭市

16 抓根本奏时代之章 提质量写奋进之笔——韶山学校内部督导体

系运行机制研究
龙贵良 蒋文鑫 湘潭市韶山学校 湘潭市

17 教育质量督导与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策略研究 魏建娟 湘潭市岳塘区湘钢三校 湘潭市

18 发展性教学督导评价助力高职教育提质培优研究 罗 铮 邵阳市工业学校 邵阳市

19 开展中小学校内督导的相关策略 曾分良 艾乐平
邵阳市邵东市教育局 邵阳市

邵阳县教育局
邵阳市

20 强化小学安全督导，建设和谐美丽校园 刘李香
邵阳市邵阳县金称市镇中心

学校
邵阳市

21 农村中小学质量监测现状与思考 卢艮君 邵阳市洞口县山门镇中心学校 邵阳市

22 中小学教师教育质量自评制度的实施与效果评估 黄辉煌 邵阳市双清区城东乡洋溪小学 邵阳市

23 基于“三课”的课堂教学督导方法创新研究与实践 黄丽君 岳阳市平江县颐华学校 岳阳市

24 高中学校督导工作的创新研究 邱文峰 岳阳市平江县第七中学 岳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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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市州/高校

25 刀刃向内 求实求效—县域普通高中学校内部精细化管理督导实

践探索
王群峰 岳阳市平江县第二中学 岳阳市

26 谈幼儿园保育质量评价改革路径 朱 玲 岳阳市临湘市机关幼儿园 岳阳市

27 督学责任区建设研究 周 妮 岳阳市君山区西城中心学校 岳阳市

28 构建校内督导制促进乡村学校抱团发展 李会兰
常德市武陵区芦荻山乡社木

铺小学
常德市

29 小学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研究 周 敏
常德市武陵区北正街恒大华

府小学
常德市

30 浅谈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的研究 李宇欣 常德市汉寿县教育局 常德市

31 浅谈督学责任区建设研究 王丽斌 常德市鼎城区江南小学 常德市

32 学校内部督导体系构建和运行机制研究 谢龙珠 张家界市金海实验学校 张家界市

33 责任督学走进课堂，助力课程教学改革 邹 静 张家界市永定区教研室教研员 张家界市

34 “双减”政策下学生近视防控案例分析 郭先秋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第二中学 张家界市

35 如何提高中学教育督导工作的效果 姚龙海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第一中学 张家界市

36 安化县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监测问题调研与提质对策研究 袁世谦 卢关华 益阳市安化县教育督导室 益阳市

37 减学生作业之量，提学校教育之质——“双减”背景下的“作业管理”
督导实践

危海燕 高 莉
益阳市桃江县灰山港镇紫荆

花小学
益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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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市州/高校

38 浅谈教育督导对农村偏远学校教育教学的促进作用 刘争艳
益阳市赫山区衡龙桥镇白石

塘学校
益阳市

39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督导评估实践研究 吴琛 李盼 益阳市赫山区紫竹学校 益阳市

40 履行责任督学监督指导职责 助力薄弱学校持续均衡发展 胡和平 益阳市安化县渠江镇中心学校 益阳市

41 农村学校内部督导体系构建和运行机制研究 张梦佳
益阳市沅江市共华镇共华初

级中学
益阳市

42 唱好信息技术督导“四步曲” ,助推学校高质量发展 曹翊鹏 郴州市苏仙区柿竹园学校 郴州市

43 嘉禾县幼儿园“闭环式”教育评价模式研究与实践 谢 芳 郴州市嘉禾县幼儿园 郴州市

44 新形势下农村幼儿园师资配备的督导建议 王中富 永州市东安县教育局 永州市

45 如何收集学校督导信息 周宏秋 杨丰玉 永州市零陵区教育局 永州市

46 如何做好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 唐洁辰 永州市零陵区教育局 永州市

47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运用策略研究——以江华县小圩桥铺完小

为例
杨金虎

永州市江华县小圩镇桥铺完

全小学
永州市

48 浅谈双减挂牌督导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何振宇 赵华峰 永州市零陵区教育局 永州市

49 利用教育督导力量，推动教育评价改革 黄远铃 永州市祁阳市文明铺镇中学 永州市

50 浅析以功能室督导为切口对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意

义
胡 斌 怀化市辰溪县第三督学责任区 怀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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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市州/高校

51 完善农村中学校内督导机制策略的研究 马紫雪 怀化市溆浦县观音阁镇中学 怀化市

52 学校内部督导体系构建和运行机制研究 杨承绅 怀化市新晃县第三完全小学 怀化市

53 以“督”提质 以“评”赋能 廖建华 怀化市新晃县恒雅高级中学 怀化市

54 乡镇小学教学督导运行机制的构建与研究 蒋金霖
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楠木

坪小学
怀化市

55 提升责任督学专业化水平策略初探 肖和稳 怀化市洪江市责任区督学 怀化市

56 县域幼儿园学前教育普及的督导评估探究 艾 婕 怀化市靖州县第三幼儿园 怀化市

57 浅谈幼儿园内部信息化督导的实践与探索 杨原彬 怀化市市直幼儿园 怀化市

58 完善学校内部督导体系建构和运行机制探索 陈 婷 娄底市娄星区茶园中心小学 娄底市

59 冷水江市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践 张志华 娄底市冷水江市教育局 娄底市

60 “督”“导”并重，助力幼儿园高质量发展 朱 洁 娄底市双峰县教育局 娄底市

61 小学阶段“双减”工作督导策略和方法的研究 李 琛 湘西州吉首市雅溪小学 湘西州

62 教育优质均衡背景下的县域督导工作的探索与思考 余江华 湘西州龙山县局督导股 湘西州

63 用“五个”坚持，奏响责任督学工作的进行曲 王兆胜 湘西州保靖县教育和体育局 湘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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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永顺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数学教育督导评估与新课标落实策略 贾雪梅 湘西州永顺县职教中心 湘西州

65 浅谈学校如何加强“双减”督导工作 黄明秀 湘西州花垣县第二小学 湘西州

66 公安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现状分析及优化策略 蔡拔平 湖南警察学院 高校

67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高校教学督导模式的转型研究——从“督教中

心”模式转向“督学中心”模式
李 婷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高校

68 新时代本科高校教学督导体系创新与实践

曾革 向博毅

唐舒 马细珍

周术明

湖南城市学院 高校

69
OBE 理念视域下高校教育教学督导与评价体系构建的实践探究

——以湖南工业大学包装与材料工程学院为例
刘志 钟云飞 湖南工业大学 高校

70
“知·行·省”生涯教育模式对高中生生涯适应力影响的实践研究

——以郴州市第三中学为例

李爽霞 邹 宇

何 峰 周鸿翻
湘南学院 高校

71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高职院校新型学生督导机制构建与应用研究 阙庆华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72 高校教育督导研究现状及趋势探析——基于文献可视化分析视角 张应成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校

73 以“诊改”为抓手，确保“一懂两爱”人才培养落实落深 陈红媛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74 高职院校教学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现状与策略构建
李玉珍 肖怀秋

王 斌 章 惠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75 教育数字化背景下高职教学督导评估工作的重要意义、现实困境

及提升策略
梁 娟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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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市州/高校

76 “双高”建设背景下的督导评价机制创新与实践——基于长沙职

业技术学院教学督导实践
彭雪辉 艾 娟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77 浅析构建高校两级教学督导模式的逻辑 杨江浩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78 基于问题导向的新办师范类专科学校教学督导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陈宗高 谭全元

何亮云
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督导室 高校

79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学督导工作机制的探索 刘 妍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80 高职院校“三级双轨”教学督导体系构建及运行机制研究 欧乐佳 长沙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校

81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教学质量督导保障体系构建与实践
刘怡然 谭桂华

袁 芳
娄底潇湘职业学院 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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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131 篇

序

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市州/高校

1 《深度挖掘学共体内涵下的小学班级分层督导运行机制的实践研究》 杨倩茹 刘雅娴 长沙市雨花区泰禹小学 长沙市

2
《实行“浸润”督导 赋能均衡发展——利用学科工作坊开展“浸润”督导促

进辖区小学教学均衡发展的实践研究》
张国光 浏阳市第二中学督学责任区 浏阳市

3 《加强责任督学队伍建设，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石自行 陈永 浏阳市教育督导室 浏阳市

4 《幼儿园督导何为？——推动现代性、需求性及发展性的督导》 姜 英 中南大学校本部幼儿园 长沙市

5 《维修“小风波”· 提升“大管理”》 李国飞 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 长沙市

6 《高中阶段学校督导评估实践研究》 谷臣彪 长沙县教育局 长沙市

7 《不负教育新时代 勇担督学新使命——责任督学挂牌督导研究》 佘 静 长沙市天心区童话里幼儿园 长沙市

8 《学校内部督导体系构建和运行机制探究》 倪坚 师满 长沙县黄兴镇中心小学 长沙市

9 《围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实施督导》 谢先志 衡阳交通工程学校 衡阳市

10 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内部督导体系构建和运行机制研究 谷荣茂 衡阳市中南科技财经管理学校 衡阳市

11 “双减”政策下加强教育督导的浅思 王 悦 衡阳市雁峰区环城南路小学 衡阳市

12 坚持问题导向 靶向施策整改 段思思 衡阳市蒸湘区呆鹰岭镇中学 衡阳市

13 乡镇联合学校督学实践 李 霞 衡阳市衡南县茶市联合学校 衡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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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市州/高校

14 小学开展劳动教育专项督导的实践策略 谭家琛
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蒸水

小学
衡阳市

15 健全校内督导机制 促学校内涵式发展 陈桂红 刘翠南 株洲雅礼实验学校 株洲市

16 小学低年级安全教育督导的现实困境和难点突破研究 杨丹荣 苏 丹 株洲市石峰区杉木塘小学 株洲市

17 农村学校“双减”督导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改进建议 李彩银 株洲市炎陵县十都镇中学 株洲市

18 科学对待和实施督学听评课活动 欧阳铁燕
株洲市芦淞区教育督导室中学

片区
株洲市

19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督导模式的优化与创新研究 朱淳艳 株洲市炎陵县霞阳镇三河学校 株洲市

20 完善学校自我督导体系 优化学校内部治理的几点思考 黄建红 张 辉
株洲市芦淞区教育督导室农村

小学片督学责任区
株洲市

21 民办普高校内督导队伍建设问题及对策 杨斐翔 株洲市方舟兰天高级中学 株洲市

22 提升督导效能 筑牢学校安全防线 朱小立 唐花平 株洲市渌口区教育服务中心 株洲市

23 农村高中学校教学常规督导的问题和改进策略 陈建新 株洲市攸县三中 株洲市

24
工学结合教学 校企协同育人

——责任督学对中职学校校企合作教育督导案例
彭 坚 湘潭市工业贸易中等专业学校 湘潭市

25 以督导促发展——素质教育新征程 “双减”途中开新花 谭石磊 肖兰聪
湘潭市雨湖区九华风车坪雅爱

小学
湘潭市

26 督导赋能促发展，探究“双减”新路径 张演兵 何晶晶 湘潭市湘潭县第二督学责任区 湘潭市

27 第三督学责任区教育“双减工作调研报告 周 敏 陈英俊 湘潭市湘潭县第三督学责任区 湘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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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市州/高校

28 基于责任督学的学校教育质量管理模式研究 成 理 湘潭市湘乡市毛田中心学校 湘潭市

29 “双减”背景下小学教育教学督导评价研究 肖 婷 丁 灿 湘潭市湘乡市湘铝学校 湘潭市

30
中心校内部督导体系构建和运行机制研究---“五六一一”校园安全工作专

项督导案例
欧阳平 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中心校 湘潭市

31 加强督学队伍建设 提高教育督导实效 刘景山 湘潭市工业贸易中等专业学校 湘潭市

32 以观察“进餐”为例，浅谈幼儿园一日活动视导的方法 张小青 湘潭市第二幼儿园 湘潭市

33 初探“自主游戏” 共促师幼成长 彭国花 胡小燕 湘潭市湘潭县第二督学责任区 湘潭市

34 浅谈督学责任区实现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举措 周雄辉 湘潭市湘潭县第三督学责任区 湘潭市

35
以学正风，务实督导——以学促能，以能促导，以导行挂牌督学“务实”
之风

欧阳超凡
湘潭市教育局督导科责任督学

办公室
湘潭市

36 督中职达标工作，促职教高质量发展 李金哲 曾亦为 邵阳市工业学校 邵阳市

37 发挥责任督学力量，守住校园食品安全底线
朱冬强 黄健梅

刍丽丽
邵阳市邵阳市教育局 邵阳市

38 “双减”政策背景下对初中教育教学管理的探索 欧阳征规 邵阳市隆回县万和实验学校 邵阳市

39 从督导角度谈洞口县县域普通高中高质量发展 谭建君 邵阳市洞口县教育局 邵阳市

40 浅谈如何有效开展教育督导工作 张 慧 罗 颖
邵阳市武冈市红星小学

邵阳市资江学校
邵阳市

41 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实践探究 杨晓英 艾志平
邵阳市北塔区教育局、邵阳县教育

局
邵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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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立健全小学校内督导机制的策略探索 孙 建 岳阳市岳阳县毛田镇白若小学 岳阳市

43 教育督导如何促进幼儿园质量的提升 陈玉霜 涂晓辉 岳阳市华容县第一幼儿园 岳阳市

44 发挥督导力量，助力提质增效 熊 伟 游 佳 岳阳市华容县章华学校 岳阳市

45 提升小学责任督学履职能力的策略 谢 花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第二小学 岳阳市

46 优化督导方法，提升教育实效 彭 意 廖义华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第一小学 岳阳市

47 学校内部督导体系构建和运行机制研究 邓 浩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河市镇学校 岳阳市

48 信息化赋能小学教育督导工作有效路径的研讨 李玲霞 周 虹 常德市武陵区第一小学 常德市

49 建立健全校内督导机制 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 覃平平
常德市鼎城区蔡家岗镇蔡家岗

中学
常德市

50 督导动机漫谈之一：定义、因素和功能 钟惠明 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中学 常德市

51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落实“双减”工作督导情况分析 周 红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督学

责任区
常德市

52 科学督导，共赢“双减” 彭元金 常德市澧县第三督学责任区 常德市

53 以督学为导向，推动“双减”政策落实的建议 徐桂华
常德市安乡县大鲸港教育督导

站
常德市

54 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助力山区教育发展 陈红霞 常德市石门县教育局 常德市

55 加强督学责任区建设，提高督导专业化水平 覃业海 常德市石门县第五督学责任区 常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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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试论如何推广小学校督导评估管理工作》 唐宏刚 常德市柳叶湖区教育督导室 常德市

57 谈谈如何撰写高质量的督导工作新闻宣传稿件 孙建武 张家界市永定区教育局 张家界市

58 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督导评估分析研究 龚愈聆 张家界市永定区教育局 张家界市

59 督导评估对小学教育的影响 陆琼 赵玲英 张家界市江垭中学 张家界市

60 学校自我评估与教育督导协同作用的研究 蔡美浓 杨 健 张家界市柳林完小 张家界市

61 学校内部督导体系的构建和框架设计 刘 芳 张家界市慈利四中 张家界市

62 浅谈如何有效发挥“推门听课”对课堂教学的督导作用 谢佳军 陈莉圆 张家界市赵家岗中学 张家界市

63 农村小学责任区督学队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孙 萌 张家界市象市中学 张家界市

64 教育督导推动体艺教育形成“南县路径” 陈 凤 益阳市南县教育督导室 益阳市

65 小学语文课教学工作校内督导评估机制研究 周 洁 张 兰 益阳市赫山区八字哨镇学校 益阳市

66 新时代督学应有新作为 黄秀芝 益阳市安化县东坪镇完全小学 益阳市

67 学校内部督导体系构建和运行机制研究 印钰琛 益阳市桃江县马迹塘镇完全小学 益阳市

68 督导评估视角下小学数学教学的创新发展策略 夏 琼 益阳市桃江县武潭镇中心完小 益阳市

69 基于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运用研究——以小学科学教学研究为例 曾芷怡 杨建军 益阳市沅江市南大膳镇北大学校 益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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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县（区）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督导职能研究 王 丹 郴州市第十九中学 郴州市

71 关于进一步优化建设县级督学责任区的几点思考 黄红梅 郴州市资兴市蓼江镇中心完小 郴州市

72 双减背景下教育督导多元化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李 琼 郴州市嘉禾县珠泉二完小 郴州市

73 优化督学责任区建设，助力地方教育高质量发展 李 芳 郴州市嘉禾县教师发展中心 郴州市

74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运用研究 田广维 邓永齐 郴州市桂东县沙田第一完全小学 郴州市

75 浅析质量监测在提升学校教育质量中的应用 李安华 蒋华婷 郴州市安仁县城关镇中心小学 郴州市

76 初中化学教学质量监测评估体系的构建及运用研析 彭志林 郴州市安仁县宜溪中学 郴州市

77 促德育督导实效，班主任起作用 陈亮萍 郴州市一中 郴州市

78
完善督导机制，助推幼儿园高质量发展——基于幼儿园教育（保育）质量

评价研究

谢秀红 黄丽娟

成燕芝
郴州市直属机关幼儿园 郴州市

79 如何用督导评估推动学前教育健康发展 黄 颂 永州市道县教育局示范幼儿园 永州市

80 浅谈“问题导向”在教育督导工作中的运用 秦田清 永州市双牌县教育局 永州市

81 “互联网+”背景下的教育网络督导探究 夏文英 胡 涵 永州市新田县田家学校、思源学校 永州市

82 关于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的督导研究 邱志辉 李志威 永州市蓝山县塔峰镇赤蓝桥小学 永州市

83 磨利督学牙齿 增强督导实效 吕玉友 永州市 宁远县第三督学责任区 永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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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学校内部督导体系的效果评估与改进策略 唐郴铸 永州市蓝山县新圩镇早禾学校 永州市

85 学校内部教学督导评价机制的实践研究 宋艳芬 黄 盛
永州市宁远县莲花小学 永州市

宁远二中
永州市

86 义务教育学校常规督查的实践与思考 聂方有 怀化市麻阳县江口片督学责任区 怀化市

87 借力督导，促“双减”落地 蒋清梅 怀化市洪江区教育局 怀化市

88 “双减”政策下教育督导作业管理的成效探析 王 琼 怀化市洪江区第二中学 怀化市

89 初探学校内部督导体系构建和运行 姚 君 娄底市第一中学 娄底市

90 关于幼儿园内部督导工作实施策略的思考 周 桑 娄底市直机关幼儿园 娄底市

91 义务教育阶段劳动教育专项督导评价分析 彭国文 娄底市娄星区南片督学区 娄底市

92 《学校内部督导在提升教育质量中的作用与实践研究》 吴志平 娄底市涟源市第二督学责任区 娄底市

93 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的实施问题及措施分析 刘如意 娄底市新化县吉庆镇塘井小学 娄底市

94 督学责任区建设的研究与探讨 杨向东 肖智华
娄底市新化县第五督学责任区

政府教育督导室
娄底市

95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运用现状、问题及对策 何建辉 娄底市新化县第四督学责任区 娄底市

96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促进初中物理减负增效的研究 曹记文 娄底市新化县曹家镇胜利中学 娄底市

97 以教育督导评估为依托，推动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 龙 桦 湘西州吉首市教育和体育局 湘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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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教育督导：保障教育质量的重要机制——从监督教育实践到促进教育发展 滕明元 湘西州吉首市第二小学 湘西州

99 论督导学校常规工作的重要性 田宏波 湘西州花垣县第一初级中学 湘西州

100 小学教育督导现状以及措施研究 李艳霞
湘西州永顺县芙蓉镇列夕九年

制学校
湘西州

101 打破“五唯”约束 深化教育评价改革 张 胜 湘西州吉首市第五小学 湘西州

102 试析新时代基础教育督导的精准切入
陈燕萍 宋慧娟

王锡武
湘西自治州第二民族中学 湘西州

103 “双减”工作督导 彭组云
湘西州永顺县灵溪镇司城若云

学校
湘西州

104 “督”“导”并重 解课后服务难题 王本军
湘西州永顺县石堤镇麻岔初级

中学
湘西州

105 AI背景下地方高校实践教学督导体系构建及运行机制研究 粟向军 程望斌 湖南理工学院 高校

106 普通高校教学督导在医学本科教育教学中的引领作用
易德保 肖擎纲

章华雄
邵阳学院 高校

107 研究生教育督导工作的实践与探索——以湖南师范大学为例 宋雪梅 胡水清 湖南师范大学 高校

108
基于信息技术的教育督导与评估第三方运行机制创新调研报告—以高等

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为例
徐 飒 湖南工学院 高校

109 高校教学督导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作用 黄小用 湘潭大学 高校

110 督导视域下徐特立在湖南期间关于师生关系的理念与实践解析 王鑫铭 湘潭大学 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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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教学督导视角下民办本科高校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的路径思考 陈 原 长沙医学院 高校

112 “以学生为中心”视角下的高职网络课堂教学评价体系研究 李 飘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113 新时代高职院校内部督导长效机制构建研究 张奎彦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114
新时代高职院校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改革与创新——以湖南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为例

杨文斌 杨迪

禹朱若情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115 新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学督导评价指标体系建构 廖先球 张应成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校

116 新形势下职业教育督导体系构建和运行机制研究 吕 昊 王 波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117 基于质量提升的常态化周期性三螺旋质量诊改实践 黄海平 胡 亮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118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职院校内部教学督导体系构建研究 蒋庆来 阳文辉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119 基于 PDCA理论的高职院校教学督导体系的构建研究 羊 城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120 服务“三高四新”战略的湖南高职外语专业教学质量督导机制的构建探析 王 丽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高校

121
“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学督导对于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作用研

究——以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刘中华

欧阳国强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122 浅谈高职院校教学督导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刘 婷 罗 华

刘捷频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123 民办高职院校教学督导工作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唐大美 娄底潇湘职业学院 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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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学督导体系建设研究 袁 芳 谭桂华 娄底潇湘职业学院 高校

125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与应用研究 周运才 张 乐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高校

126 新时代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督导评价体系构建及推进路径研究
徐 娟 袁世军

熊 丽 王 渊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127 师范专科学校教育教学督导体系构建和运行机制之研究 刘梅香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校

128
“五化”思维下的高校内部督导机制探索与实践——以湖南汽车工程职业

学院为例
李永红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高校

129 高职学前教育事业课程考核评价式问题和建构研究 秦 琦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高校

130 新时代智能技术赋能的职业教育评价框架研究 缪学梅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高校

131
职业院校数字化教学督导路径探索与实践——基于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的实证研究
李亚红 颜 旭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