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教通〔2023〕231号

关于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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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度教育督导与评价优秀论文评

选活动的通知》（湘教通〔2022〕308号）要求，各市州、高校认

真组织，共征集报送参评论文 530篇。我厅经委托省教育督导与

评价协会初评、组织专家复评，最终评定出获奖论文 152 篇，其

中一等奖 30篇、二等奖 50篇、三等奖 72篇；长沙市教育局、长

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等 7个单位获组织奖。

希望获奖的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和工

作研究，为进一步推进我省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培育壮大全

省教育督导研究力量做出更大贡献。

附件：1. 2022年度湖南省教育督导与评价论文评选组织奖名单

2. 2022年度湖南省教育督导与评价优秀论文名单

湖南省教育厅

2023年 7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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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度湖南省教育督导与评价

论文评选组织奖名单

株洲市教育局

长沙市教育局

娄底市教育局

常德市教育局

永州市教育局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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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年度湖南省教育督导与评价优秀论文名单

一等奖（30篇）

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市州/高校

1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

运用研究
邹良、唐文君、黄彬 长沙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长沙市

2 同向同行，创新高职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四
督四导四育人”长效工作机制

熊石林 长沙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长沙市

3 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推出路径研究 章勇、刘先发、何志明 长沙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长沙市

4 运用极简技术让教育督导更有为有力 何其钢、陈慧敏 天元区教育局督导室 株洲市

5 强化督导评估，推动高中阶段学校发展的实践与

思考
李久林 湘潭市教科院教育督导研究室 湘潭市

6 普通高中线上督导评估资料收集整理优化创新

策略
刘敏 岳阳市第一中学 岳阳市

7 一年级学生入学适应教育的督导策略——以常

德市武陵区工农小学为例
张冬芝 武陵区工农小学 常德市

8 浅谈高中学校内部督导机制的构建与运行 蒋俭钢 永州市第三中学 永州市

9 “扩招”背景下中职学校教学督导与评价研究 罗玲、毛翠萍 工商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永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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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市州/高校

10 新形势下对农村地区责任督学工作的几点思考 胡斌 辰溪县第三督学责任区 怀化市

11 湖南高中阶段学校网络督导评估的新认识与新

思考
肖凯文 新化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娄底市

12 基于我县近两年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情况的反思

与建议
彭育国 新化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娄底市

13 现代学徒制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刘红梅、张丽云、朱巽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14 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督导评估：价值意蕴、现实

困顿与实践进路
郭金龙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15 “315”闭环式教学督导体系构建研究 覃波、温够萍、黄成菊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16 新时期高职院校高质量督导体系的创新建设研究 黄鹂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17 论高职院校教育质量评价的理念导向 杨虹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18 新工科背景下实践育人质量动态评价体系的构建 赵薇 湖南警察学院 高校

19 基于区块链的高职教育督导监测评估模式研究 张人杰、黎天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高校

20 钟摆现象：高职学生评价取向的选择与反思 谢盈盈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21 基础教育评价改革与“双减”政策统筹推进调研

报告
郭时印、张晓报 湖南科技大学 高校

22 新农科背景下农业院校教学督导团的功能定位

及其实现路径
夏婷 湖南农业大学 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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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市州/高校

23 新时代高校内部督导体系建设：价值蕴意、核心

内涵与路径重构
陈明辉、曾羽琚

湖南工商大学、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

学院
高校

24 “四结合多维度”教学督导工作探索与实践——
以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徐娟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25 美、英高等院校外部质量评价国际借鉴研究 陈勇、龚添妙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26 基于教育现代化的高职教师核心素养构成与评

价策略研究
郑惠尹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27 学生视角下教育实习督导关系对实习成效的影响 李婷、谢强、阳旖晨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高校

28 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教育教学督导质量

评价体系研究
杨继秀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29 过程性与结果性考核有机结合的课程考评改革

路径——基于 C大学课程考核改革案例研究

刘思强、曹一家、刘朝

晖
长沙理工大学 高校

30 新时代高职院校精准教学督导的实现路径研究 吕沁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二等奖（50篇）

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市州/高校

1 督学要会当“三机”善用“三镜” 吴武夫 开福区青竹湖湘一外国语学校 长沙市

2 浅谈如何开展视障学生盲文技能评估 李国飞 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 长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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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市州/高校

3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策略

研究——基于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
杨光敏 石鼓区教育局 衡阳市

4 切实运用五种方式 做好“减负”督导文章 王湘衡 常宁市第七督学责任区责任督学 衡阳市

5 责任督学要修炼“解剖麻雀”基本功 刘和平 石鼓区第二中学 衡阳市

6 加强高中阶段学校督导评估 助推学校高质量

发展
周牧云 株洲市第八中学 株洲市

7 坚持首席督学负责制，提高责任督学挂牌督导

工作实效
王丽霞 荷塘区教育局督导室 株洲市

8 开发创建“以目标为中心”的评估机制初探——
以“芦淞区城乡教育发展共同体评估机制”为例

付德 芦淞区教育局督导室 株洲市

9 市域一体化推进“双减”督导的探索与实践——
以株洲市为例

谭仕荣 株洲市政府教督办 株洲市

10 中小学责任督学“研-督-评”一体化工作方式探

索
旷云 株洲市荷塘小学 株洲市

11 责任督学与学校构建良好工作关系要注重“四少

四多” 匡乐 醴陵市教育督导中心 株洲市

12 推动机制建设 提升督导成效——对责任督学

开展随访督导实践与探究
裴文革 湘潭县第四督学责任区 湘潭市

13 以督促导 助推发展——湘潭县幼儿园办园行

为督导评估的实践研究
李琛、马云辉 湘潭县教育局 湘潭市

14 园所质量督导带给幼儿园发展的新思维 张玉琴 邵阳市新邵县坪上镇中心幼儿园 邵阳市

15 基于学生发展的学校自我诊断之我见——以平

江县颐华学校为例
黄丽君 平江县颐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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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普通高中教育督导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实践 周益辉 汨罗市一中 岳阳市

17 强化督学“五力”，提升督学工作督导力 张菊芳、龚进 武陵区第一督学责任区 常德市

18 构建完善的教育督导体系——意蕴与实施 罗玲 常德市武陵区育英小学 常德市

19
履监督指导之责 助特殊教育发展——以津市

市特殊教育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实践为

例

徐姗 津市市教育督导室 常德市

20 浅谈督学责任区建设的几点尝试 李中华 石门县第四督学责任区 常德市

21 优化“双减”督导推进路径，提升小学语文教学质

量
刘松青、王治 赫山区沧水铺镇中心学校 益阳市

22
高中阶段学校督导评估实践研究——益阳市分

年度分类别开展高中阶段学校督导评估的研究

与思考

谢芳、钟佳 益阳市教育局、资阳区教育局 益阳市

23 家长参与，促进教育督导社会化 叶园 益阳市龙洲中学 益阳市

24 “督”在勤在细 “导”贵专贵准——以嘉禾县责任

督学挂牌督导实践为例
刘元伟 嘉禾县第三督学责任区 郴州市

25 着眼“三个突出”，推动“双减”落地落实 郑欣荣、罗治飞 桂阳县教育督学 郴州市

26 信息化赋能教育督导，信息化助推学校发展

——“智慧校园”环境下的督导实践与探索
何蓉 江永县潇浦镇芙蓉学校 永州市

27 疏通“毛细血管”，提升督导能效 张素永、蒲小菊
新晃县教育督导事业中心、新晃县思源

实验学校
怀化市

28 基层教育督导“四化”问题及成因分析 严时兴 怀化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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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守望护蕾栅栏 密织防性侵网——浅谈防性侵

学生督导的问题与对策
杨洲 新晃县教育督导事务中心 怀化市

30 “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精准督导促进学校健康发

展――督学责任区工作建设改革探究
李一亮 会同县堡子朗江片督学责任区 怀化市

31 健全“双减”督导机制 减轻学生学习负担——
提高县域“双减”专项督导实效探析

李世雄 涟源市教育局督导室 娄底市

32 浅谈教育督导工作问题及对策——新化县提高

教育督导工作实效性初探
袁秀娟、曾露

新化县第五督学责任区、新化县科头乡

中心小学
娄底市

33 如何利用家园共育力促幼儿园去小学化——幼

儿园督导研究案例
伍晨羽 新化县第三督学责任区 娄底市

34 责任督学挂牌督导走向的实践和思考 王发清、李翔
泸溪县小学督学责任区、泸溪县武溪二

小
湘西州

35 双减政策下小学教育督导工作创新思考 彭吉莲 永顺县芙蓉镇保坪完全小学 湘西州

36 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策略研究 张俊 龙山县教体局督导股 湘西州

37 不忘使命担当 助推教育发展 向宽松 凤凰县吉信督学责任区 湘西州

38 基于产教融合的高职院校质量监控问题与对策

探析
李芳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39 省属应用型本科医学院校教学质量监控系统剖析 鞠晓军 湖南医药学院 高校

40 新时代高职院校教学督导工作的困境与纾解 梁娟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校

41 浅谈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监控督导体系研究与实践 谭桂华、袁芳 娄底潇湘职业学院 高校

42 学校教学督导体系与运行机制分析 熊宇璟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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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市州/高校

43 民办高校内部督导体系构建和运行机制研究 刘俊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高校

44 医学本科院校教学质量信息平台的构建研究
刘丽、周阳、蒲艳春、

易礼兰
湖南医药学院 高校

45 应用性高校教学督导体系的有效构建及其对教

师工作动机和绩效的影响研究
傅晶晶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46 督导视角下高职新教师教学能力提高的途径研

究——以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蒋求生、欧阳国强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47 疫情防控下高校构建教学督导四级管理工作模

式与成效——以怀化学院教学督导为例
向荫耀 怀化学院 高校

48 新建构主义视角下线上教学质量评价研究
余光辉、闫子怡、王婧、

林伯智、曹丽
湖南科技大学 高校

49 督导评估促进幼儿园健康发展及实践 李鲜艳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校

50 浅谈高校内部教育督导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龙立文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校

三等奖（72篇）

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市州/高校

1 如何提升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实效 黄自强 浏阳一中督学责任区 长沙市

2 对教育督导与评估下教师自我发展的思考 凌亚 湖南师大附中星沙实验学校 长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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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市州/高校

3 “督、导、评”助推学校内部督导体系的构建 李嘻 长沙市周南实验中学 长沙市

4 新时代督学责任区建设研究 蒋蔚东
长沙市开福区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

室
长沙市

5 新时代，新征程，凝心聚力助推雅礼高质量发

展——雅礼中学校内督导评估实践研究
沈雄波、唐灵生 长沙市雅礼中学 长沙市

6 浅谈“双减”实施现状及其问题改良推进策略 黄自强 浏阳市第一中学督学责任区 长沙市

7 以立德树人为本，提督导工作实效——学校内

部督导工作运行的做与思
谢先志 衡阳交通工程学校 衡阳市

8 增强常规督导的精准性实效性的思考 郭荣中 常宁市第四督学责任区 衡阳市

9 试论“双减”目标下教学督导工作的探索 谢超 衡阳市第三中学 衡阳市

10 建立中学教育“三督一体”教学督导体系的研究

——以衡南县部分乡镇初级中学为例
江寒珂 衡南县松江联合学校长岭校区 衡阳市

11 开展校内督导 助推学校行远——浅谈学校督

导室的建设与运行
吴锡光 芦淞区二中枫溪学校小学部 株洲市

12 浅谈如何做实责任督学挂牌督导 王怡伟 醴陵市教育督导中心 株洲市

13 教育督导为教育发展保驾护航——中小学综合

督导评估研究
张辉 芦淞区农村小学片督学责任区 株洲市

14 浅谈民办中职学校督导队伍建设问题 杨斐翔 株洲英泰软件职业技术学校 株洲市

15 县域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现状及对策

——以株洲市天元区为例
何其钢、周正红 株洲市天元区教督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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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如何利用片区随访，落实“双减”督导全覆盖 祝国庆 株洲市芦淞区中学片督学责任区 株洲市

17 督学责任区如何打造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新格局 贺银辉、陈英俊 湘潭县第三督学责任区 湘潭市

18 浅谈“双减”背景下的督课导教 李赛金 湘潭县第六督学责任区 湘潭市

19 常督导 重落实 促学校高质量发展——湘潭县

第四督学责任区湘潭子敬学校落实“双减”工作
赵晓云 湘潭县第四督学责任区 湘潭市

20 责任督学如何促进幼儿园的发展 周敏、欧阳运德 湘潭县第三督学责任区 湘潭市

21 责任督学挂牌督导促进学校“双减”落地落实

——浅谈对“双减”的理解
沈戈 韶山市督学责任区 湘潭市

22 学校内部督导体系构建和运行机制研究 肖海波 邵东市第一中学 邵阳市

23 浅谈教育督导对特殊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
以隆回县特殊教育学校为例

肖沛宇 隆回县特殊教育学校 邵阳市

24 双减背景下的高中教育督导构建探析 邓琳玮 邵东市第一中学 邵阳市

25 各级各类学校督导体系构建和运行机制研究

——关于普通高中学校内部教育督导研究
戴开松 武冈市第一中学 邵阳市

26 “双减”背景下教育督导在推进学校发展中的作用 苏情情
邵阳市隆回县桃花坪街道东方红

小学
邵阳市

27 普通高中学校内部督导体系构建和运行经验浅

析——以湖南省汨罗市第一中学为例
黄昱 汨罗市第一中学 岳阳市

28 浅谈“五项管理”与“双减”背景下的教育督导工作 何弯、李复军 汨罗市新市镇中心小学 岳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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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双减背景下基层教育督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
荣迎 岳阳县教育局 岳阳市

30
岳阳县柏祥镇中小学学校精细化管理专项督导

调研报告——抓实学校精细化管理，推进学校

可持续发展

徐亮 岳阳县教育体育局 岳阳市

31 浅淡中小学教育督导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杨婷婷 汨罗市罗城学校 岳阳市

32 初中学校双减工作内部督导的创新探索 杨清 汨罗市神鼎山镇沙溪中学 岳阳市

33 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督导实践与评价研究 谢为民 桃花源旅游管理区教育督导室 常德市

34 督学责任区强化督导学校安全工作的思考 胡杰 武陵区第六小学 常德市

35 乡镇幼儿园办园现状分析与督导策略探讨 李安勇 桃源县第二督学责任区 常德市

36 县级教育督导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慈利县为例
刘湘任、刘钏 慈利县江垭镇中学 张家界市

37 发挥督学职能，确保“五项管理”政策落地——武

陵源区中湖乡片区“五项管理”督导案例
郭先秋 武陵源区农村片督学责任区 张家界市

38 “双减”赋能促发展，构建城区教育良好生态——
慈利县零阳片区“双减”工作探析

王勇平 慈利县零阳片区督学站 张家界市

39 双减督导——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存在的问题

及思考方向
李伟、谷彩玉 武陵源区第二中学 张家界市

40 浅谈教育评估监测与逻辑性学科物理——客观

存在问题及实践科学化解决
王海林、刘宣利 慈利县南山坪乡中学 张家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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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发挥教育督导职能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安化县第二督学责任区创新教育督导的活

动实践

姚建祥 安化县梅城镇中心学校 益阳市

42 加强教育督导，推进幼儿园去小学化 周瑛 资阳区第一幼儿园 益阳市

43 浅谈督学责任区建设研究 何选平、朱胜芳
桂东县沙田第二完全小学、桂东

县芙蓉学校
郴州市

44 学校内部督导体系构建和运行机制研究 朱珠 郴州市第六十七完全小学 郴州市

45 中职学校教学督导运行机制研究与实践 蒋蕙评 临武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郴州市

46 双减政策下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督导工作研究 周树梅 苏仙区金海学校小学部 郴州市

47 浅议专项督导对校园安全的促进作用 方绪锋 桂东县沤江镇黄洞学校 郴州市

48 学校内部督导体系构建和运行机制研究 廖凡、李程飞 嘉禾县第六中学 郴州市

49 学校“双减”工作的实施策略与思考——以郴州

市九完小内部督导评估“双减”工作为例
黄新亚、王黎香 郴州市第九完全小学 郴州市

50 基于构建卓越绩效管理的中职学校督导工作体

系分析
何辉 汝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郴州市

51 多措并举，强力推进“双减”工作落实增效——零

陵区“双减”工作督导报告
何振宇、朱宁伶 零陵区教育督导室 永州市

52 教学诊改视野下中职学校督导工作机制实践探索 黄华、盘格萍 永州工贸学校 永州市

53 怎样充分发挥学校督导室的职能作用 胡志高 双牌县第三督学责任区 永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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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督学责任区推进中小学“双减”工作的实践与探

索
郭秋荣 祁阳市第三督学责任区 永州市

55 浅谈普通高中学校督导评估指标构建及学校资

料建设
周宏秋 零陵区教育督导室 永州市

56
发挥责任督学评价引导功能 推进片区学校优

质均衡发展——基于辰溪县督学责任区2022年上

半年两次教学常规工作专项督查视觉下的思考

张高先 辰溪县第六督学责任区 怀化市

57 探索“双减”下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活动的有效方

法
田毅娟 怀化市华都小学 怀化市

58 洪江区音体美劳教育教学之现状与对策 蒋仕建 洪江区教育局督学责任区 怀化市

59 冷水江市中小学“双减”落实和“五项管理”问题

整改专项督导报告
谢跃湘、杨建红、王才香 冷水江市第二督学责任区 娄底市

60 紧抓课程教学 促进五育并举──高中阶段学校

实地督导评估案例分析
刘邵军 新化县第七督学责任区 娄底市

61 浅谈组织实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体会 郭正航、彭晓文 双峰县教育局 娄底市

62 实地督导落实落细 家校合力“减负提质” 王力凡 涟源市第四督学责任区 娄底市

63 教育督导——新时代基础教育的强力“背背佳” 陈燕萍、彭靖、王锡武 湘西州第二民族中学 湘西州

64 搞好教育督导 促进增效减负 樊卫华 永顺县灵溪镇勺哈完全小学 湘西州

65 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工作实践与思考 曾洁 永顺县泽家镇柏杨完全小学 湘西州

66 督导能力源于实践——督学工作点滴感受 糜德谦 泸溪县教育督导室 湘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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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加强教育督导，推动学校发展 覃自凤 泸溪县吉信督学责任区 湘西州

68 高等职业教育中“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督导工作

的探究
邓云锋、鲁力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高校

69 幼儿园教育督导工作的有效性探究 刘燕华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校

70 探索责任督学新思路构建挂牌督导新模式 李奇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71 高校教学督导体系的现状浅议与问题解析 谢韵、黄慧敏、邹熙雁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72 后疫情时代高职学院精准督导创新研究——以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曾羽琚、陈锐、史小玲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