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教学质量管理中心                        2023 年 10 月 9 日 

导语： 

2021 年 1 月 21 日，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 年）》，

启动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学校以此为

契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深化本科教

育教学综合改革，全面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新一轮审核评估

的基本理念、基本内涵和基本方法，切实做到以评促

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以评促强，教育教学质量

管理中心将推出系列知识导读，解读新一轮本科教育

教学审核评估工作要点。 

 

 

 

 



1.参评高校如何选择评估指标？ 

答：新一轮审核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定性和定量指标两部分。 

针对第一类审核评估，重点考察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保障能力、

教育教学水平和综合改革成效。定性指标全部为必选，强调 3 个注重：

注重本科教有的时代要求，引导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中

国特色的世界一流本科教有：注重特色发展，引导高校全面开展教育

教学综合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注重质量保障的文化机制，引导

高校提升内部质量保障能力、加强质量文化建设。定量指标综合考量

“双一流”建设动态监测指标以及教育部相关评价指标，审核重点中

设置了 35 个反映高校本科教有教学改革与创新发展的关健数据进行

定量审核。包括 22个必选项和 13 个可选项。在可选指标设置上给足

弹性空间，高校可结合本校办学实际和优势特色，自主选择定量审核

指标，进行等量或超量替换；提供不同类型高校常模数据，参评高校

可根据办学定位和实际需求，自主选择多个类型高校常模数据作对比

分析，同类型常模比较长短，从而进一步找准所处坐标和发展方向。 

针对第二类参评高校，通过模块化设计定性指标，首次设置统一

必选项、类型必选项、特色可选项、首评限选项，由高校根据要求和

办学实际自主选择。统一必选项体现国家对高校办学和人才培养的刚

性要求，类型必选项体现对学校“精准”定位和差异化发展的引导，

特色可选项体现引导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首评限选项体现对首

次参加审核评估高校基本条件的刚性约東。定量指标聚焦反映高校本

科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发展的关健数据，包括国家“双一流”建设动



态监测指标、国家基本办学条件监测指标、教育部关于本科人才培养

的相关评价指标等，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国家对各类高校本科人才培养

的新要求。审核重点中设置了 6 个定量指标，分为必选项和可选项。

其中必选项 30 个，可选项 16 个。“必选项”是指该定量指标必须选

择：“可选项”是指该定量指标可结合办学实际和优势特色自主选择。

“必选顶”对标国家底线要求，包括国家对高校思政教育、教师队伍、

基本办学条件、学生发展与支持服务方面的要求等。“可选项”引导

高校办出特色和水平，包括学校卓越教学及学生培养所取得的成效等，

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自主选择至少 8 项。 

2.评估方案中列出可选指标是可以等量或者超量替换的，那么这

个可替换的范围是什么？ 

答：定量指标及其常模选取通过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评估

系统（以下简称评估系统）中进行。第一类评估在可选定量指标设置

上给足高校弹性空问，高校可结合本校办学实际和优势特色，从高等

教有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提供的教学基本状态监测数据中自主选

择指标进行等量或超量替换。系统中列出了 33 项从国家数据平台中

提取的与审核内容相关度高的数据指标供选择。 

3.高校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怎样在审核评估中科学体现立

德树人？ 

答：定量指标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对新时代“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积极回应。审核评估中如何

科学体现立德树人，建议从以下几点考虑：一看学校的办学方向，二



看学校三全育人体系建设情况：三看学校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情

况：四看在学校各项工作中是否体现了把立德树人作为检验一切工作

的标准(例如教师评聘、考核、评优等)。 

4.新一轮审核评估指标体系内涵中，如何理解“专业设置、专业

建设与国家需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产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需求的

契合情况”？ 

答：不同于以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要方向的普通本科高校，重点

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要方向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地方性与应用型是

其办学定位和特征。所谓地方性，就是要求其主要职能在服务国家需

要的同时，要主动面向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谓应用型，就是

强调人才培养必须具有鲜明的产业需求导向。这就要求应用型本科高

校的专业设置、专业建设必须与国家需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产业

发展对应用型人才需求相契合，以致形成人才供需两侧相适应、相匹

配。 

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而言，要重视

专业设置与专业建设，做好专业设置是保证能够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与产业发展提供所需要的各类岗位人才，特别是主要产业所需求的各

类专业人才，加强专业建设是保证高校所培养的各类专业人才能够满

足社会、行业企业工作岗位的规格要求与需求。因此，这种契合主要

体现在：学校培养的人才总量能否有效补充区域经济社会人才需求缺

口，培养的人才类型能否有效覆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产业发展的需

求广度和结构，培养的专业人才能否较好地满足工作岗位要求。另一



方面，学校所培养的专业人才能够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产业发展所

需求的人才类型、专业方向相匹配。 

要保证高校专业设置、专业建设与国家需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及产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需求相契合，需要高校深化专业供给侧改革，

对于应用型高校而言，要建立自主性、灵活性与规范性、稳定性相统

一的专业设置管理体系、专业设置标准和专业动态调整机制，要围绕

产业链和创新链设置专业、建设专业、调整专业。 

5.地方高校如何理解和把握“围绕产业链，创新链建立自主性、

灵活性与规范性、稳定性相统一的专业设置管理体系”这一指标体

系？ 

答：首先，地方高校要围绕“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依据

区域支柱产业设置专业和专业方向，体现专业设置的产业属性：同时，

要兼顾学科属性，保证专业设置具有一定的学科属性，从而保证人才

培养的理实结合与持续发展潜力。 

其次，地方高校要积极关注区域人才市场需求的新变化，建立健

全本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培育特色明显的应用型专业集群，提升服

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从而实现产业链与人才链的精准对接与融

合互促。 

最后，地方高校的专业设置既要充分考虑市场的人才需求，同时

也要注意专业设置的规范性和稳定性，依据国家专业目录设置标准和

要求，优先设置学科优势明显、教学资源和师资有保障、发展态势向

好的新专业。 



6.问：“1+3+3”报告具体是指什么报告？何时可以提供给参评

高校？ 

答：新一轮审核评估以多维立体的视角全面客观地评价学校本科

教育教学质量，探索建立了以《自评报告》为主体，以《本科教学状

态数据分析报告》《在校生学习体验调查报告》《教师教学体验调查

报告》3 份过程性报告和《本科生就业数据分析报告》《本科毕业生

跟踪调查报告》《用人单位跟踪调查报告》3 份结果性报告为两翼的

“1+3+3”多维立体评价体系，从学校、教师、在校生、毕业生、用

人单位等多元多维视角更加全面、客观、系统地呈现学校本科教有教

学和人才培养情况，形成“招生一培养一就业”全链条联动的质量“闭

环”评价反馈和持续改进机制，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

观性。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引导学校促进教师投入教

学，提升学生学习体验。 

《自评报告》是学校在评建工作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审核评估指

标，阐述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改革建设和人才培养成效而形成的

反映评建结果的写实性报告。《本科教学状态数据分析报告》是教育

部评估中心以国家数据平台每年采集的本科教育教学数据为基础编

制形成的报告，呈现学校最近三年的状态数据，同时提供多种常模，

供参评学校自主选择、个性定制常模作对比分析，旨在帮助参评高校

精准对标，科学决策，帮助评估专家从数据变化中查找参评高校工作

中的亮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在校生学习体验调查报告》《教师教学体验调查报告》是面向

参评学校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梳理形成的数据报告，聚焦影响本科教育

教学和质量保障的过程性关键要素，从一线师生的视角检视学校本科

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情况，形成与《自评报告》的印证比照，为专家

评估提供佐证参考，为高校持续改进指引方向。一般在评估前经参评

学校协助组织问卷调查，评估中心形成报告。 

《本科生就业数据分析报告》由教有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

（以下简称学生发展中心）从“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中提

取数据进行分析，量化反应学校本科生就业整体情况，对高校就业工

作进行常态监测。《本科毕业生跟踪调查报告》《用人单位跟踪调查

报告》分别从毕业生、用人单位角度量化反应参评高校当年本科毕业

生就业问卷调查情况，是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的外部评价结果。 

7.常模指标在哪里查询？常模如何选择，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常

模数据对比情况分析报告在评估前什么时候可以拿到？ 

答：新一轮审核评估提供必选、可选和自定义 3 类常模，参评高

校根据自身实际和发展需求，自主选取、量身定制不同类型（可以为

多个类型）高校数据平均值作比较。所选常模数值和对比结果在学校

教学状态数据报告中体现，在参评高校评估前由评估中心在评估管理

系统上传，供参评高校和专家查阅。 

常模类型包括世界一流大学常模（供第一类参评高校选择）、“双

一流”建设高校常模，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高校常模、全国常模、31

个省(区、市)常模、12类高校常模（理工类、综合类、语言类、医



药类、则经类、体育类，艺术类、师范类、民族类、农业类、军事类

和政法类）、自定义常模等。第一类评估的必选常模是“双一流”建

设高校常模，其余为可远；第二类第一种评估的必选常模是拥有一级

学科博士点高校常模，其余为可选；第二类第二种的必选项为本省(区、

市)常模，其余为可选项：第二类第三种的必选项为全国同类高校常

模，其余为可选项。除必选常模外，参评高校可根据需要自主选择至

少一种或多种类型常模。自定义常模是参评高校根据自身需求量身定

制的个性常模，至少由 5 所高校组成，最多可以定制 3个。常模选择

的重点在于找准位置和差距，要有助于通过指标数据比较帮助参评高

校了解自身与同类学校、标杆学校的差距以及存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