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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21 日,教 部 发《普 高等 本科教

教 核评估 方案（2021-2025年）》（ 简称《方案》），

对 2021-2025年 轮 核评估工 出 部 。开 轮

核评估 贯彻落 《 化 代教 评价改革 方案》和《关

化 代教 督导 机 改革的 见》的 举措， 动

高等教 段发 求， 评促建、 评促改、 评促管、

评促强，加快 成 国 高等教 评估 度的 成部分，

导本科教 改革发 和建 高 量高等教 的 保 。  

了 好 轮 核评估的 传普及，让高教 充分理解、

确把 《方案》的精 ， 动回 府和 会各界对 轮

核评估的关切关 ， 编 本 。 

 

（—）《方案》研制背景 

近平 记 全国教 大会 的 讲话 出： 化教

改革，健全立德 人落 机 ，扭 不科 的教 评价导 ，

坚决克服 分 、 、 凭、 论 、 帽 的 疾，

从根本 解决教 评价 挥棒 。 近平 记关 教 的

论 ， 高等教 评估改革 供了根本 。开 《方案》

代不仅必 而且可 ： 

落 关 教 评价改革的 举措。2020年， 出

《 化 代教 评价改革 方案》和《关 化 代教

督导 机 改革的 见》，明确 出“ 进高 分类评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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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本科教 教 评估”“加强和改进教 评估监测”，从国家层面

对 代教 教 评估 出方 、全局 和 略 的 度安排。 

二 构建 国 高等教 量保 的紧迫任 。高等教

评估 《 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 法》赋 的法定 ， 代

高等教 的 成部分。40年 践 明，评估对 动高等教

量 、保 高等教 健康发 具 不可 代的 。 核评

估 高等教 量保 的 内容， 轮 核评估方案，

构建 国 、符合 代 的 核评估 度，建立健全 内

联动的 断改进机 ， 加快 高等教 量保 度

化、长 化的紧迫任 。 

改进本科教 教 评估工 的内 求。 轮 核评估

导高 “强内涵、促 ”方面 明 ，评估理念 高教

成广泛共 ，成 高等教 评估的品牌，并 国际 产 积极

，但还存 评估 动高 建立健全立德 人落 机 力度不够、

评估分类不明确、评估结果刚 不强、评估 改乏力等不 。立

发 阶段,迫切 传承经 的基础 ，对 核评估工 进

改革创 。 

国际高等教 发 趋 的必然 。评估 国际高等

教 领 保 高 办 平和人才培 量的 机 ，本科评估

成 全球大多 国家 国际 理高等教 的 段。美国、

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都 积极 评估改

高 教 教 ，促进高等教 健康发 ，普遍建立起了高等教

量保 法律法规 和 度 ，开 课程 量评估、 量认

、 评估、教 评价、科 评估等 量评估工 。 轮 核



 4 

评估 对 国高等教 进入普及化阶段的 量保 ， 了国

际高等教 评估的共 趋 ， 利 内部 量保 部 量保

的 机 ， 融互促。 

（二）《方案》研制工作思路 

《方案》 工 路 如 方面。 

动 高等教 段发 求。当前，高等教 进入普

及化阶段，立德 人成 根本任 ，“ 本 本”“ 个回归”成

代命 ，多 化发 成 必然趋 。 轮 核评估紧扣“

段” 和 来 年高 评估 力点，更加 立德 人成 评价，

更加 本科教 教 核 地 ，更加 评估分类 策， 导高

科 定 、 发 。 

二 继承发 轮 核评估成功经 。 轮 核评估不 另

起炉 ，而 轮 核评估的 、改进 级。充分继承 轮

核评估“ 己尺 量 己”“ 个度”等高教 普遍认可的经

法，积极借鉴国际高等教 量保 进理念，全面对接 代

本科教 求，从评估 导 、理念标 、方法技 等方面

计、改革创 。 

确把 轮 核评估工 点。坚持 导 和 求

导 ， 力解决 和教 部党 关 、群 关切、 会关 的

。 对不 层次、不 类 高 办 目标和服 面 ， 分类

策、精 评价。 出评估 断功能，当好“ ”和“教练”，

强化评估结果 ，促进高 建立健全内部 量保 。创 评

估方 方法，充分 代 技 段，采取 入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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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定量结合、明察 暗访结合， 减负 。 

（三）《方案》研制工作目标 

《方案》 工 目标 ：“ 根本、两 出、 强化、 个

度”。 

根本：即全面落 立德 人根本任 ，建立健全立德 人落

机 ，把立德 人成 检 切工 的根本标 。 

两 出：即 出“ 本 本”，确保本科教 教 核 地 ；

出“ 个回归”，落 “ 个不合格““八个 ” 关 求，

导高 “ ”并举倾 培 代 人。 

强化：即 发 本 ，强化 、强化产出导 、

强化持 改进， 动人才培 范 从“ 教 ” “

” 变。 

个度：即 人才培 目标的达成度、 会 求的 度、

和 件的保 度、 量保 的 度、 和 人单 的

满 度。 

 

《方案》 坚持 导 ，紧扣 轮 核评估存 的短板及

代本科教 改革创 求，回 府关切、 会关 、高 关

的热点难点 。 

（一）强化立德树人 

对目前高 立德 人落 机 不够健全， 工

还没 全贯 到教 、教材 、管理 ，“ 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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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还 全 成的 ， 轮 核评估 立德 人 领，

把立德 人融入评估全过程、全方 。 强化基础，把党的全面

领导、立德 人 纲领和 导 ，旗 明地 求高 坚持

会 办 方 、“ ”并举培 代 人；二 强化 标，

立德 人评价 标， 立德 人“软目标”变成评估的“

标”； 强化 度，建立 立德 人负面清单，从 机 层

面建立健全立德 人“ 举措”。 

（二）强化内涵导向 

对近年来高 科 评价和人才评价方面存 的“ “

疾， 轮 核评估更加 发 评价，坚持 内涵 发 导

，把立德 人成 检 和评价 切工 的根本标 ，

导高 更加 内涵和 量， 导教 潜 教 、安 人。

强化 内涵评价，定量评价 定 评价结合，避免单纯根据

标判断 教 教 平；二 强化高 平教 入评价，不

看“帽 ”教 量，而 其对本科人才培 的贡 ； 强

化 果评价， 点关 “ 会 么”； 强化多

评价，建立 、企 度参 评估机 和境 家、青年教

、 参 评估机 ，从不 角度了解 人才培 情况。 

（三）强化评估分类 

轮 核评估全面 高等教 多 化发 求，对接 流

大 建 、 高 改革发 、全面 人才培 量等 大

略部 ， 据不 层次不 类 高 办 定 、培 目标、教 教

平和 量保 建 情况， 次 出“两类 ”评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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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可结合 际和发 求 ，各取 ，各安其 。

模块化 计定 标， 次 必 、类 必 、

可 、 评 ， 高 根据 求和办 际 。二

弹 定量 标， 必 和可 ，必 对标国家底

求，可 导高 办出 和 平。 举措充分 了高

的办 权和阶段 发 点， 利 导和激励高 合理定 、

各 长、 发 ，力求 遏 “千 面”。 类 常

模比较长短。高 可 常模 据（即高 本科教 教 关

键 据平均 ） 对比分 ，帮 进 步 发 定 和改进

方 。 

（四）强化减负增效 

对 代教 评价改革和督导改革 方 方法、 段 的创

求， 轮 核评估坚持 化评估程 ，切 减轻评估负担，

强评估 能。 

常 监测 据,充分利 高等教 量监测国家 据

平 （ 简称国家 据平 ）和就 量 据, 过 化 段

分 成 据报告，杜绝 复编报；二 建 全国 、分级

、开放共 的评估管理服 ， 供高 服 ；

评估流程， 评估 入 “ 化” 计，促进 技

评估工 机结合，精简入 评估 家人 、 、环节，切

减轻负担； 免 评估考察 过教 部认 （评估）并

期内的 （课程），避免 复评价； 家 裁量权，

充分发挥评估 家的“ 断把脉”功能，开出“良方妙 ”，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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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 

（五）强化结果应用 

轮 核评估 出 评估结果 落 “强 度”“长

齿”， 合 评估、督导、 报、挂钩和 等举措，切 进

教 管理和教 理 能 。 

强化 改落 。 核评估 清单， 别 对全面排

查出的本科教 教 薄 环节及 ，采取“ 号”方

到底。 求 认 定 改方案，建立 改 ，加强过程

监督，持 跟 改进度，确保 改任 如期 利 成。 期

改，落 督查督办和 度，教 部和各 级教 部门

机抽查的方 ，对高 改情况和关键办 标进 督导复查，

持 改进 。 

二 强化奖惩措 。 成评估的高 集本科教 教

范案例，经教 部评估 家 会 后发布, 好经 广、

范 领，帮 其 高 本科教 教 量。对 评估 改落

不力、关键办 标评估后 滑的高 ，采取 高 负 人、减

计划、 本科 备案和公开曝光等 措 ，倒逼

高 量建 任、持 量保 能力。 

强化共 共 。建立 评估 认 结果、其 及

本科人才培 量的评价评 活动 接机 。 轮 核评估 ，

过教 部认 （评估）并 期内的 （课程）免 评估

考察， 轮 核评估结果可供其 高等教 评估共 ，减

多 评估、 复评估、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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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核评估指导思想 

轮 核评估 近平 代 国 会

导，全面贯彻落 党的教 方 ，坚持教 人民服 、 国共

产党 国理 服 、 巩固和发 国 会 度服 、

改革开放和 会 代化建 服 。全面落 立德 人根本任 ，

坚决破除“ ” 疾，扭 不科 教 评价导 ，确保人才

培 地 和本科教 教 核 地 。 进评估分类， 评促建、

评促改、 评促管、 评促强， 动高 积极构建 觉、 、

律、 查、 纠的大 量 化，建立健全 国 、 界 平

的本科教 教 量保 ， 导高 内涵发 、 发 、创

发 ,培 德 美劳全面发 的 会 建 和接班人。 

（二）审核评估基本原则 

轮 核评估基本 包括： 

坚持立德 人。把牢 会 办 方 ，构建 立德 人

成 根本标 的评估 ，加强对 办 方 、 人过程、

发 、 量保 等方面的 核， 导高 构建“ 全 人”

格局。 

二 坚持 进改革。紧扣本科教 教 改革 ，落 “ 本

本”“ 个回归”，强化 、产出导 、持 改进， 评

估理念 领改革、 评估举措落 改革、 评估标 检 改革，

高 量内涵 发 。 

坚持分类 导。 高等教 多 化发 求， 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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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不 类 高 办 定 、培 目标、教 教 平和 量保

建 情况， 分类评价、精 评价， 导和激励高 各

长、 发 。 

坚持 导 。建立“ 清单”， 把高 确办 方

，落 本科人才培 底 求， 出改进发 见，强化评估结

果 和督导复查， 动高 落 任、建立持 改进长 机

，培 践 高 量 化。 

坚持方法创 。 合 互联 、大 据、人工 能等

代 技 段， 度 掘常 监测 据，采取 入 结合、

定 定量结合、明察 暗访结合等方 ，切 减轻高 负担，

高工 。 

（三）审核评估对象与条件 

轮 核评估对 经国家 批 独立 的普 本科

高 ,其 建普 本科高 参加普 高等 本科教 工

合格评估， 获得“ 过”结论 5年后方可参加本轮 核评估。 

根据高等教 布局结构和高 办 定 、服 面 、发

际，本轮 核评估分 两大类。第 类 核评估 对具 界

流办 目标、 流 队 和 人平 ，培 流拔尖创 人才，

服 国家 大 略 求的普 本科高 。 点考察建 界 流大

必备的 量保 能力及本科教 教 合改革举措 成 。第

二类 核评估 对高 的办 定 和办 历 不 ，具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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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 方 的普 本科高 ； 过合

格评估 5年 ， 次参加 核评估、本科办 历 较短的地方

普 本科高 。第二类 核评估 点考察高 本科人才培 目

标定 、 件、培 过程、 发 、教 成 等。高 可根

据大 程和发 规划， 合考虑各 办 定 、人才培 目标和

量保 建 情况等 。 

（四）审核评估指标体系 

1.第一类审核评估 

第 类 核评估 点考察高 本科教 教 量保 能力、教

教 平和 合改革举措 成 ， 出 合 、 断 ，既 定

标， 定量 标。 

1.1定 标 

对 高 本科教 教 量保 能力和教 教 平

的非量化核 进 核。 标 包括 4个 级 标、12个二

级 标和 38 个 核 点。 标 计强调 3 个 ：

量保 的 化机 ， 导高 内部 量保 能力、加强 量

化建 ；二 本科教 的 代 求， 导高 落 立德 人

根本任 、建 国 的 界 流本科教 ； 发 ，

导高 全面开 教 教 合改革， 高人才培 量。 

1.2定量 标 

合考量“ 流”建 动 监测 标 及教 部 关评价

标， 核 点 T35个反 高 本科教 教 改革 创 发

的关键 据 定量 核的 标。定量 标包括 22个必 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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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可 。 ， 可 标 给 弹 空间，高 可结合本

办 际和 ，从高等教 量监测国家 据平 供的

教 基本 常 监测 据 ，进 等量或超量 换；国

家 据平 供不 类 高 常模 据（即高 本科教 教 关键

据平均 ）， 可根据办 定 和 际 求， 多个类

高 常模 据 对比分 ， 类 常模比较长短，从而进 步

处 标和发 方 。 

2.第二类审核评估 

第二类 核评估 标 计 出了 、导 、多 、

发 等“ ”： ，即 出 核评估 评估、

改进 ， 人才培 量 的 地 ；导 ，即

出把党的领导、立德 人 纲领和 导 ，把立德 人成

根本标 ， 出 党的教 方 及 代对高等教 的

求 导 ；多 ，即 出 人才培 的多 ， 核 标开

放可 ，充分 办 权和 ；发 ，即 出

量保 和持 改进长 机 的建立，关 内涵和 量

的持 改进及 。 

第二类 核评估 标 既包括定 标， 包括定量 标。 

2.1定 标 

定 标 对 高 本科教 教 工 的非量化核

进 核。 标 包括 7个 级 标、27个二级 标和 78个

核 点， 必 、类 必 、 可 、 评

， 成 不 的模块 合方案。 可 根据本 办 定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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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 求， 其 方案， 普 高 本科教 教 评估

（ 简称评估 ） 动 成。 

第 ： 参加过 轮 核评估， 点 人才培

方 的普 本科高 ，即 大多 培 目标定

人才； 

第二 ： 参加过 轮 核评估， 点 人才培

方 的普 本科高 ，即 大多 培 目标定

人才； 

第 ： 过合格评估 5年 ， 次参加 核评估、

普 本科办 历 较短的地方 普 本科高 。 

2.2定量 标 

定量 标 对 高 本科教 教 量的关键 据进

核。 核 点 定量 核 标共 46个，包括 30个必

和 16 个可 。国家 据平 供不 类 的高 常模 据（即

高 本科教 教 关键 据平均 ）， 可根据办 定 和 际

求， 多个类 高 常模 据 对比分 ， 类 常模比

较长短，从而进 步 处 标和发 方 。 

（五）审核评估组织实施 

1.审核评估组织管理 

教 部负 定 核评估 策、 规划， 筹 调、 导监

督各地各 核评估工 。 教 部教 量评估 （ 简

称教 部评估 ）具 部门 高 第 、二类

核评估和地方高 第 类 核评估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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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教 部门 据国家 关规定和 求，结合 际，负

定本地区 核评估 方案、 规划，报教 部备案。

高 第二类 核评估及 荐高 参加第 类 核评估工 。 取

1~2 高 教 部评估 导开 第二类 核评估 点，

全面 开本地区 核评估工 好 范。 

2.审核评估专家 

教 部教 督导局将牵 建立全国共建共 共 的本科教

教 评估 家库。 家经 培 、持 入库、 机 后 参

评高 评估 家。 家库 动 更 机 ，各地各 及 更

家 ，对出 德 风 等不 继 家的， 及

标 并调 出库。 保 部 两级 的 核评估工 等

，评估 家 从本科教 教 评估 家库 产 ,人 15-

21人（其 入 评估 家 5-9人）。 ， （区、 ） 家

人 不 评估 家 人 的 分 二、 家 长 （区、

） 家担任。 

（六）审核评估程序 

核评估程 包括评估 请、 评、 家评 、反馈结论、

期 改、督导复查六个部分。 

1.评估申请 

部门 高 请第 、二类 核评估，均 教 部

出 面 请。地方高 级教 部门 出 请，其 请参

加第 类 核评估 级教 部门 教 部 荐。高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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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类 核评估 ，均 交 请报告并 明 轮 核评估或

合格评估的 改情况。 请参加第 类 核评估的高 评估 家

会 。两类评估方案 侧 点不 ，不 给 分等、

标签。 

2.学校自评 

参评 评前参加评估单 （部门） 的评估培 ，

并 据 的评估类 及 标 ，结合本 办 际，参

《 核评估高 评建改工 南》认 开 评 建。 按

求 报本科教 基本 据， 此基础 成《普 高等 本

科教 教 核评估 评报告》（ 简称《 评报告》），并

公 后 交。 

3.专家评审 

轮 核评估采取 入 结合的评估方 。评估机构

（部门）负 建 核评估 家 ，15-21人。 家 全 成 均

参加 评估，其 5-9 家参加入 评估。 评估 2-4

成，期间 家 过 读 评报告，调 、 读评估材料，

、教 、管理人 进 访 ，抽取部分毕 和 人单 进

访 ， 机暗访等 对参评 本科教 教 工 “全貌”进

全方 核，查 本科教 教 存 的 ， 成个人

评估 见 清单， 理、 理 清单并确定 入 入考

察的 。 

入 评估 家 5-9人， 家 长根据入 考察 和具

任 情况确定, 家 产 ，入 评估具 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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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长 方 确定， 家入 评估 间 2-4 。入 评估

点任 核查人才培 关键 标和关键环节、求 存 、

情况等。 家 合 评估和入 评估 情况， 成

《 家 核评估报告》（含 清单）。 

《 家 评估 入 评估工 南》给出了 评估和入

评估的程 、日程、 求、方法、内容和评估 见反馈等。 

评估考察过程 发 对本科教 教 具 标杆 和 领

的 人举措，对具 典 、 范 的案例， 家 可 荐“本科

教 教 范案例”。经教 部评估 家 会 后发布， 经

广、 范 领。 

4.反馈结论 

教 部和各 级教 部门分别负 《 家 核评估

报告》， 过后 评估结论反馈高 ，并 定范 内公开。教

部每年 会公布 成 核评估的高 名单，并 成评估的高

集本科教 教 范案例，经教 部评估 家 会 后

发布， 好经 广、 范 领。 

5.限期整改 

评估 改包括 改和监督检查。 根据《 家

核评估报告》及 《 评报告》 的 定《 核评估 改方

案》， 改方案 包含 改 、 改任 分解、 改措 、

改 间表 及 改 期目标和成 。 

按 《 核评估 改方案》认 开 改，建立

内督查督办机 和 机 ，持 跟进 改进 和 果，按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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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评估 改报告》。《 核评估 改报告》包括但不 改

工 的 、 改措 、 改目标达成、 改成 评价 及

改工 取得的经 等内容， 求简明扼 、 点 出， 接回答

改情况。 

6.督导复查 

教 部和各 级教 部门 机抽查的方 ，对高 改

情况进 督导复查。对 评估 改落 不力、关键办 标评估后

滑的高 ，将采取 高 负 人、减 计划、 本

科 备案和公开曝光等 措 。 

 

（一）第一类审核评估指标体系 

第 类 核评估 标 既 定 标， 定量 标。定

标 对 高 本科教 教 量保 能力和教 教 平

的非量化核 进 核，包括 4个 级 标、12个二级 标和

38 个 核 点。定量 标 对反 高 本科教 教 改革 创

发 的关键 据进 核，共 35个，其 必 标 22个，可

标 13个。 

1.党的领导 

1.1党的全面领导和 会 办 方  

1.1.1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法 教、 法办 、 法

， 绕国家 大 略 求培 担当民 复 大任的 代 人情况。

各级党 坚持 近平 代 国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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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全面贯彻党的教 方 ， 法 教、 法办 、 法 ，

绕国家 略 求培 担当民 复 大任的 代 人。 

1.1.2 坚持 会 办 方 、贯彻落 立德 人根本任

、把立德 人成 检 切工 的根本标 情况。

坚持 会 办 方 ,坚持教 人民服 、 国共产党 国

理 服 、 巩固和发 国 会 度服 、 改革开放

和 会 代化建 服 ，全面加强对本科教 教 改革的领导，

贯彻落 立德 人根本任 、把立德 人成 检 _切工

的根本标 ， 党 把本科教 教 改革工 纳入

究部 。 

2.质量保障能力 

2.1 保理念 

2.1.1 量保 理念及其 进 。 量保 理念 高人才

培 量 核 ，不断 高 量保 能力的根本观念和 求。

进的 量保 理念 当前国际 流 ，得到高等教

界的 公认，包括 、产出导 、持 改进等。 

2.1.2 量保 理念 量保 建立 及 量 化

成 的 。 国际 进的 量保 理念 导，建立

的人才培 量保 ， 量保 的 ，保 人

才培 目标 代发 求，保 人才培 量 人才培 目标

符合； 量保 能够 ，并不断激发 求 ，将

建 量 化内化 全 的共 价 求和 觉 ， 成

高人才培 量 核 的 量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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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量标  

2.2.1 据国家 关标 ,符合国家、 会及 等利 关

求的 流 量标 建 情况。 量 ，标 。 标

加强 导、加强监管、加强 。 把“国标” 起来、落 去。

量标 的建立 据国家标 ，符合《普 高等 本科

类教 量国家标 》及 关 标 ，聚焦 流人才培 目标，

参 国际 流大 标 ； 量标 还 满 会及 等利 关

的 求。 

2.2.2各教 环节 量标 落 情况。 量标 保 高

高等教 量的 践 起到导 、 断、基 等 。 根据

办 定 和人才培 目标，确立人才培 求，构建各教 环

节，包括课 教 、 、 、毕 计等方面的 量标 ，把

量标 量监控、 量评价的 据，并确保 格 。 

2.3 保机  

2.3.1 量监控部门及其 ， 量监控队 的 量、结构和

人 情况。 建立 的 量保 机 ， 能够独立

监控 的 量监控部门，明确其 任 ，建立 平高、

量充 、结构合理的 量监控队 ，对日常教 工 进 检查、

监督和 导。 

2.3.2 评价机 、评价结果反馈机 、 量改进机 的建

立 情况。 建立内部 量 评价 度，健全 本科教

量报告、 本科教 评价、 评价、课程评价、教 评价、

评价 的全链 多 度教 量评价 ； 对评价 反

的 和薄 环节， 及 反馈， 定纠 改进方案和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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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必 的 ，进 量改进，并对纠 改进措 的

进 评价。 建立 量持 改进机 并持 ， 量改进

取得明 成 。 

2.4 量 化 

2.4.1 觉、 、 律、 查、 纠的 量 化建 情况。

化 持久、 沉的力量。 将 、 度、 、 等不

层次的 量 化 起来， 处 、劲 处 的氛 ，

成全 人、全过程 人、全方 人的 人 化，把 量

内化 入人 的价 理念和 ，落 到每 个人、每

件 。 构建 觉、 、 律、 查、 纠的大 量

化，把其 动 不断前 、不断超 的内 动力。 

2.4.2将 量价 观落 到教 教 各环节、将 量 求内化

全 的共 价 求和 情况。 立 量第 的

，把人才培 量看 的 命 ，将 量 、 量标 、

量评价、 量管理等落 到教 教 各环节，并 步 入内 ，

内化成 的共 价 求和 觉 动。 

2.5 保 果 

2.5.1培 目标的达成度。培 目标的达成度 毕 毕

后的 际表 培 目标的 合程度。 过举 对 人单

及 关各方的调查情况、跟 毕 的 发 情况、了解毕

就 岗 况及其 岗 的情况， 明 培 的人才 经达

到了 既定目标 求。 

2.5.2 会 求的 度。 会 求的 度 办

定 和人才培 目标 否符合 会 求。高的 度 人才培



 21 

目标 国家、 会及 的 求 期 符合， 量持

好；毕 面 国家和经济 会发 、面 服 的区 和

企 就 ，就 量和 发 良好。 

2.5.3 和 件的保 度。 和 件的保 度 教

量、结构、教 科 平、产 能力、国际 、教 入

否能够很好地满 教 教 ， 及教 件，包括教 、

馆、 络、 场馆、 及其教 器 备、 践基地等

能够很好地满 教 教 。 

2.5.4 量保 的 度。 量保 的 度

否建立了 的教 量保 ，明确了人才培 各环节

的 量标 ，对各环节教 量 了 监控， 对发 的 量

出 量改进建 ， 定改进方案和 改措 ，并对改进措

的 进 评价，确保教 量持 。 

2.5.5 和 人单 的满 度。 和 人单 满 度

过定期 开 会或 卷调查，了解 对教 、管理、服

的 见和建 ； 过建立对 会 人单 的跟 调查机 ，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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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工 大 ，不断 强 好 工 的 任感

和紧迫感，全面 工 的能力和 平， 工

任明确、落 到 。 把立德 人 根本任 ， 近平

代 国 会 魂 人。认 落 共 办公 发

的《关 加强 代马克 建 的 见》,把马克

建 工 摆 ，加强领导和 筹规划， 供 力的

策 导、 保 和经费 持；贯彻落 《教 部等八部门关 加

快构建高 工 的 见》（教 〔2020〕1号）精

，加快构建高 工 ， 动 成全 人、全过程

人、全方 人的工 格局。 

3.1.2 加强 理论课教 队 和 课程建 情况,按

求开 “ 近平 记关 教 的 论 究”课程情况。

认 落 近平 记 理论课教 会 关

“办好 理论课关键 教 ，关键 发挥教 的积极 、

动 、创 ”“ 配齐建强 课 教 队 ，建

、 兼结合、 量充 、 良的 课教 队 ”的

， 力加强课程 和 建 ；贯彻落 华人民共和国

教 部令第 46 号《 代高等 理论课教 队 建

规定》，加强 理论课教 队 建 ， 教 培 、 拔、

等各环节各方面 好落 ；切 落 共教 部党 发布的

《关 发〈 近平 记教 论 讲 〉的 》精 ，全

面 进、集 讲 ，把 近平 记关 教 的 论 高

教 人的 内容，覆盖全 大 。 面 教 科本

科 和全 范 开 “ 近平 记关 教 的 论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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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课；面 全 大 开好“ 策”课，把《 近平

记教 论 讲 》 必 教材， 入讲解、 。 标

4个必 定量 标， 教 、 经费等

方面达到国家对高 办 和人才培 的刚 求。 

【必 】 课 任教 合 比例≥1:350。该 求

及内涵参见《 代高等 理论课教 队 建 规定》

《 国共产党普 高等 基层 工 例》。 

【必 】 党 工 人 和 工 人 全

人 比例≥1:100。该 求及内涵参见《 国共产党普 高等

基层 工 例》。 

【必 】 均 工 和党 工 队 建 经费≥20 。

该 求及内涵参见《教 部等八部门关 加快构建高 工

的 见》。 

【必 】 均 络 工 经费≥40 。该 求及内涵参

见《教 部等八部门关 加快构建高 工 的 见》。 

3.1.3 动“课程 ”建 的创 举措 成 ，课程

范课程、课程 教 究 范 及课程 教 名 和

队的建 及 情况。 贯彻落 教 部《高等 课程

建 导纲 》（教高〔2020〕3号）精 ，根据不 人才培

点和 能力 求，科 合理 计 教 内容，

课程 机融入 教 ， 成 批课程 范课

程、 人 果 的精品 课程，建 课程 教 究 范

， 课程 教 名 和 队， 成 课教 理

论课教 紧密结合、 的 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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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对教 、 出 、道德品 等负面

能否及 发 和 当处 情况。 建立对教 、 出

、道德品 等负面 能否及 发 和 当处 的机 及

关规定，该机 ，该规定 格。 

3.2本科地  

3.2.1坚持“ 本 本”、 进“ 个回归"情况；党 、

长 、 长落 流本科教 的举措 成 。人才培

本，本科教 根。 该坚持“ 本 本”， 动" 个回归”，

把本科教 放 人才培 的核 地 、教 教 的基础地 、

代教 发 的前 地 。高 党 会、常 会和 长办公会 定期

究本科教 教 工 ，结合 工 际，出 措 ， 到

“八个 ”。即领导 力 本科聚焦、教 精力 本

科集 、 本科配 、教 件 本科 、教

方法和激励机 本科创 、核 竞 力和教 量

本科 、发 略和办 理念 本科 践、核 价

本科确立。 

3.2.2 教 进、 称评聘、绩 考核等 度 计

出本科教 的具 举措 成 。 强化教 进、 称评聘、

绩 考核 出本科教 的 度 计。 教 进 ， 本科教

第 ， 德 风和教 能力的考核； 教 技

晋 本科教 工 考评 票否决 ； 教 技

评聘、绩 考核 把教 量和科 平 等 的 据，

破除“ ”， 从 教 工 的人 倾 ，确保教

入教 工 的积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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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教 队  

3.3.1落 德 风 评价教 第 标 的情况，落 德考

核贯穿 教 教 全过程等方面的情况。教 人 教 的基本

。 贯彻落 教 部等七部门《关 加强和改进 代 德

风建 的 见》（教 〔2019〕10号）精 ，把教 建

放 ，把 德 风 评价教 队 的第 标 ，健全

德考核 度,将 德 风建 求贯穿教 管理全过程。建立

备的 德 风建 度 和 的 德 风建 长 机 ，

高 领 底 求结合，不断激发教 内 动力。广大教 努力

德立 、 德立 、 德 教， 觉 锤炼品格、 、

创 、奉 国的 路人。 

3.3.2教 教 能力满 流人才培 求情况， 导高 平

教 入教 教 、 动教 全 本科 课、 好课的 策、

举措 成 。 教 过 、 能力精 、 人

平高超、方法技 ，能够很好地 任 流人才培 工 。

采取 措 ，建立激励和 机 ，从 度 保 教 能够

觉履 教 人的基本 ，教 必 本科 课， 好课，

教 把 精力 入到本科教 工 ，积极开 教 究，参加教

改革、 建 、课程建 和教材建 ， 策和举措的 取得

成 。 标 4个必 定量 标，包括 比、博

教 比例、 讲本科课程教 教 的比例、教 讲本科

课程人均 。 

【必 】 比。该 求及内涵参见《教 部关 发〈普

高等 本科教 教 核评估 方案（2021-2025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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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具 博 教 任教 比例。 

【必 】 讲本科课程教 教 的比例。 

【必 】教 讲本科课程人均 。 

3.3.3 教 培 发 ，把 近平 记关 教 的

论 核 培 课程,把《 近平 记教 论 讲 》

核 培 教材,加强 党 工 队 建 的举措 成 。

教 培 和 发 ，健全教 培 度，切 加强

党 工 队 建 ，且举措得力、成 。把 近平 记

关 教 的 论 核 培 课程，把《 近平 记教

论 讲 》 核 培 教材，广大教 参 、领会 、

好 记关 教 的 论 。 

3.3.4加强教 教 发 、基层教 建 的举措 成

。 过 教 教 发 、强化教 等教 基层

建 、健全教 教 究 度等， 教 教 平 供培

、 服 、技 持保 ，且举措得力、成 。 

3.4 发 持 

3.4.1面 农村和贫困地区、民 地区等 及“强基计划”的

、培 举措 成 。 面 贫困地区、边 地区、革命

老区、 民 等地区 ， 加 困难地区 接 高等教

的机会； 材 教、 对 培 ，解决 困难地区 点人才 求，

促进教 的区 公平，成 。积极 教 部《关 部分

高 开 基础 科 改革 点工 的 见》（即“强基计划”），

聚焦国家 大 略 求， 多 度考核评价模 ，建立基础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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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创 人才 拔培 机 ，成 。 

3.4.2 促进 德 美劳全面发 ,建立 化的 发

和 导 ， 成长 评价， 、

发 能力和 发 能力的具 措 及 成 。 采取各

积极 措 ，促进 德 美劳全面发 。加强 理 念

教 和品德 的培 ， 的 和能力培 ；贯彻落

共 国 《关 全面加强 代大 劳动教 的 见》

（2020年 3 20日）、 共 办公 、国 办公 《关 全

面加强和改进 代 工 的 见》和《关 全面加强和改

进 代 美 工 的 见》（2020年 10 15日）精 ， 入

进 、美 教 改革，加强劳动教 ， 参加 会调查、

产劳动、 服 、公 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 等活动。

根据 的切 ，建立 化的 发 和 导 ，

成 的 导渠道和 导平 ， 发 和 导的规划

和科 。积极 成长 评价，促进 合 的

。坚持 ， 强 的 ， 发

能力和 发 能力。 标 8个必 定量 标，包括

辅导 比例、 理健康教 教 比例、就 导教 和就 工 人

比例、公共 课程 分、劳动教 、 践教 分比例、

毕 论 （ 计） 、 测 达标率等。 ， 标 还

1个可 定量 标， 可 本科 国内 大 获奖 ， 可

结合办 际和 ，从国家 据平 供的教 基本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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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参见《普 高等 辅导 队 建 规定》。 

【必 】 从 理健康教 教 比例≥1:4000且

2名。该 求及内涵参见《教 部等八部门关 加快构建高

工 的 见》。 

【必 】 就 导教 和 就 工 人 届毕

比例≥1:500。该 求及内涵参见《教 部关 好 2013年全国普

高等 毕 就 工 的 》。 

【必 】 毕 必 满公共 课程 分 ≥2 分。该

求及内涵参见《关 全面加强和改进 代 美 工 的

见》。 

【必 】劳动教 必 课或必 课程 劳动教 模块

≥32 。该 求及内涵参见教 部关 发《大 劳动教

导纲 （ ）》的 。 

【必 】 践教 分 分（ ）比例（人 科类

≥15%,理工农 类 ≥25%）。该 求及内涵参见《教 部等部

门关 进 步加强高 践 人工 的 干 见》。 

【必 】 、 、工程 践和 会调查等 践 工

基础的毕 论 （ 计）比例≥50%。 

【必 】本科 测 达标率。该 求及内涵参见《关 全

面加强和改进 代 工 的 见》。 

【可 】本科 国内 、 、 等大 的获奖 。 

3.4.3近 年 领 的 毕 个典 案例及培 经 。

人才培 工 取得的经 和 成 ，列举近 年 领 具

典 和代表 的 个 毕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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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教  

3.5.1 “六 拔尖”计划 2.0、 工科、 农科、

科、 科建 及 流 “ 计划”、 流课程“ 计

划”建 等举措及 成 ， 绕“培 高 平教 成果”开 教

教改 目建 的举措及 成 。 积极 动本科人才培 模

改革， 入 “六 拔尖”计划 2.0, 技 、 产 、

、 模 对 代人才培 的 求，大力发 “ 工科”

“ 科”“ 农科”“ 科”，培 人才。建 面 来、

求、 领发 、理念 进、保 力的 流 。 过

教 能力、改革教 方法、科 评价 、 格 度管理、强

化激励机 ，大力 进教 究 改革， 绕“培 高 平教 成

果”开 教 教改 目建 。 

3.5.2 动“ 、 教 导”的课 教 改革, 进

技 教 过程融合，加强 教 建 ， 高课程高阶

、创 和 度的举措 成 。 变教 教 理念，

积极改革传 的教 ， 多 化的课 教 ， 动课程教

从“ 教 ” “ ”的 变， 进 技 教

过程的融合， 力打 大批具 高阶 、创 和 度的

、 、 混合、 拟仿 和 会 践“金课”。积极发

“互联 +教 ”， 能教 ， 动课 教 革命。

标 1个必 定量 标，即： 本科 均课程门 。

， 标 还 3个可 定量 标， 可 开出任 课和

课程 比例、 班 课比例、入 来华留 品牌课程 等方面

据， 可结合办 际和 ，从国家 据平 供的教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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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常 监测 据 ，进 等量或超量 换。 

【必 】本科 均课程门 。 

【可 】开出任 课和课程 比例。 

【可 】 班 课比例。 

【可 】入 来华留 品牌课程 。 

3.5.3 党 高度 教材建 管理工 ， 关工 机构、

工 度健全，教材 核 标 和程 明确 ;对教材 工

出 负面 的处理情况。 入贯彻落 近平 记关

教材工 的 和教 部《普 高等 教材管理办法》（教

材〔2019〕3号），党 对教材工 负 ，成立教材工 领导机

构，明确 门工 部门，牢牢把 党对教材建 的领导权。健全

内教材管理 度，负 教材规划、编 、 核、 等。加强教材

全过程管理， 教材 量监控和评价机 ， 格把关，及 发

和处理教材 工 出 的负面 。 标 1个必 定量

标，即： 马工程 点教材 情况。 ， 标 还

1个可 定量 标， 可 近 年公开出版的教材 ， 可结

合办 际和 ，从国家 据平 供的教 基本 常

监测 据 ,进 等量或超量 换。 

【必 】 马工程 点教材课程 量 马工程

点教材课程 量的比例。 

【可 】近 年公开出版的教材 。 

3.5.4 建 , 别 的 科 、科 化

本科教 教 的情况。 采取 措 ，加大 建 力度，

积极开 和 利 科 、科 ，及 把 科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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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教 内容和 目，激发 趣。 标

4个必 定量 标，包括 均年教 日常 出、教 日常

出比例、年 教 科 器 备比例、 均教 科 器 备

等方面达到国家对高 办 和人才培 的刚 求。 ， 标

还 1 个可 定量 标， 可 国家级教 人基地

（平 、 ） ， 可结合办 际和 ，从国家 据平

供的教 基本 常 监测 据 ，进 等量或超量

换。 

【必 】 均年教 日常 出≥1200 。该 求及内涵参

见《教 部关 发〈普 高等 本科教 教 核评估 方

案（2021-2025年）〉的 》。 

【必 】教 日常 出 经常 内教 费拨款

（205类教 拨款扣除 拨款） 费 入 和的比例≥3%。该

求及内涵参见《教 部关 发〈普 .高等 本科教 教

核评估 方案（2021-2025年）〉的 》。 

【必 】年 教 科 器 备 比例。该 求及内涵参

见《教 部关 发〈普 高等 本科教 教 核评估 方

案（2021-2025年）〉的 》。 

【必 】 均教 科 器 备 。该 求及内涵参见《教

部关 发〈普 高等 本科教 教 核评估 方案（2021-

2025年）〉的 》。 

【可 】国家级教 人基地（平 、 ） 。 

3.5.5 动 培 联动改革的举措及成 。 贯彻落

教 部《关 动高 成就 计划人才培 联动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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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见》（教高〔2017〕8号）， 化高等教 合改革，全面

高人才培 能力， 高等教 高 量内涵 发 ， 成就

计划、人才培 的联动机 。 

3.5.6 动人才培 国际化的具 举措 成 。 动服

国家对 开放 略，积极融入“ 带 路”建 ， 进 国（境）

高 平大 开 联合办 、联合培 ，积极开 高 互

换、 分互认、 互 联 ； 和 进国际 进的教 理念，

进国（境） 教 ；积极创 件，给 供更多的

国内 跨 和跨 化 交流的机会，鼓励 赴国（境） 高

交流、访 ，参加 科竞 和国际会 ； 荐 到国际

任 、 等，开 国际 。 标 3个可 定量 标，

可 年 国（境） 经历的教 比例、赴国（境） 高

访 的 比例、国（境） 高 本科 来 访 等方面

据， 可结合办 际和 ，从国家 据平 供的教

基本 常 监测 据 ，进 等量或超量 换。 

【可 】 任教 具 年 国（境） 经历的教 比例。 

【可 】 期间赴国（境） 高 访 的

的比例。 

【可 】国（境） 高 本科 来 访 。 

3.6就 创 创 教  

3.6.1将创 创 教 贯穿 人才培 全过程、融入 教

的举措及成 。 把 化创 创 教 改革 进高等教

合改革的 破口，将创 创 教 贯穿 人才培 全过程。面 全

、分类 教、结合 、强化 践，让 尽 参 和融入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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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课 、 进 、 进 队， 高 平科 究 高 创

和 践能力； 动创 创 教 教 、 教 紧密

结合， 掘和充 各类课程、各个环节的创 创 教 ，强化

创 创 人。 标 3个可 定量 标， 可

产 合 人 目 、本科 参加各级各类创 创 践活动

人 及比例、“互联 +”大 创 创 大 获奖 等方面 据，

可结合办 际和 ，从国家 据平 供的教 基本

常 监测 据 ，进 等量或超量 换。 

【可 】产 合 人 目 。 

【可 】本科 参加各级各类创 创 践活动人 及比例。 

【可 】“互联 +”大 创 创 大 获奖 。 

3.6.2 高 平的科 究 高 创 创 能力的情况。

建 创 创 导 人才库，加强对 科 活动的 导，加

大科 践平 建 力度， 动国家级、 部级科 基地更大范

本科 开放共 。 创 创 氛 浓厚， 参 的积极 高，

创 创 教 取得 成 ，促进毕 更高 量就 创 。 标

1 个可 定量 标， 可 本科 第 /

核 期刊发表的论 及 第 获批国家发明 利 ，

可结合办 际和 ，从国家 据平 供的教 基本

常 监测 据 ,进 等量或超量 换。 

【可 】本科 第 / 核 期刊发表的论

及 第 获批国家发明 利 。 

3.6.3开 大 规划教 的举措及成 。

大 规划教 ，采取积极 举措， 导大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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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 界观、人 观、价 观，积极 好大 期间的 规划、

规划。 

4.教 教 合改革 

、 、前 、 的本科教 教 合改

革 创 践,且 国际 具 定代表 。 绕本科人才培

开 的具 、 、前 、 的 合改革 创

践。具 可 人才培 模 的 大改革， 及国内 、

内 的高 、科 、企 等的 ； 教 教 模

的 大变革， 及多 教 技 的 合 ； 管理模 的

大改革， 及 机 的创 和多部门的联动等。改革

教 教 改革 践 取得 破，对 高教 平和教 量、

培 目标 出 果， 全国产 大 ，国际 具 定的代

表 。 

（二）第二类审核评估指标体系 

第二类 核评估 标 定 标， 定量 标。定

标 对 高 本科教 教 工 的非量化核 进 核，

包括 7个 级 标、27个二级 标和 78个 核 点。定量 标

对 高 本科教 教 量的关键 据进 核，共 46 个，

其 必 标 30个，可 标 16个， 可根据 发 和

际情况 8 可 标。 

1.办学方向与本科地位 

1.1 党的领导 

1.1.1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法 教、 法办 、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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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国家 略 求培 担当民 复 大任的 代 人情况。

各级党 坚持 近平 代 国 会

导，全面贯彻党的教 方 ， 法 教、 法办 、 法 ，

绕国家 略 求培 担当民 复 大任的 代 人。 

1.1.2 坚持 会 办 方 、贯彻落 立德 人根本任

、把立德 人成 检 切工 根本标 情况。 坚

持 会 办 方 ，坚持教 人民服 、 国共产党 国理

服 、 巩固和发 国 会 度服 、 改革开放和

会 代化建 服 ，全面加强对本科教 教 改革的领导，

贯彻落 立德 人根本任 、把立德 人成 检 切工

的根本标 ， 党 会、常 会 把本科教 教 改革工 纳

入 究部 。 

1.2 教  

1.2.1 工 建 和“ 全 人”工 格局建立情

况。 把立德 人 根本任 ， 近平 代 国

会 魂 人。认 落 共 办公 发的《关 加强

代马克 建 的 见》，把马克 建 摆

，加强领导和 筹规划， 供 力的 策 导、 保

和经费 持；贯彻落 《教 部等八部门关 加快构建高

工 的 见》（教 〔2020〕1号）精 ，加快构建高

工 ， 动 成全 人、全程 人、全方 人的

工 格局。 

1.2.2加强 理论课教 队 和 课程建 情况，按

求开 “ 近平 记关 教 的 论 究”课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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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落 近平 记 理论课教 会 关

“办好 理论课关键 教 ，关键 发挥教 的积极 、

动 、创 ”“ 配齐建强 课 教 队 ，建

、 兼结合、 量充 、 良的 课教 队 ”的

， 力加强课程 和 建 ；贯彻落 华人民共和国

教 部令第 46 号《 代高等 理论课教 队 建

规定》，加强 理论课教 队 建 ， 教 培 、 拔、

等各环节各方面 好 ；切 落 共教 部党 发布的

《关 发〈 近平 记教 论 讲 〉的 》精 ，全

面 进、集 讲 ，把 近平 记关 教 的 论 高

教 人的 内容，覆盖全 大 。 面 教 科本

科 和全 范 ，开 “ 近平 记关 教 的 论 究”

必 课；面 全 大 ,开好“ 策”课，把《 近平

记教 论 讲 》 必 教材， 入讲解、 。 标

4个必 定量 标， 教 、 经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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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见》。 

【必 】 均 络 工 经费≥40 。该 求及内涵参

见《教 部等八部门关 加快构建高 工 的 见》。 

1.2.3“课程 ”建 成 ，课程 范课程、课程

教 究 范 及课程 教 名 和 队的建 及 情

况。 贯彻落 教 部《高等 课程 建 导纲 》(教

高〔2020〕3号)精 ，根据不 人才培 点和 能力

求，科 合理 计 教 内容， 课程 机融入

教 ， 成了 批课程 范课程、 人 果 的

精品 课程，建 课程 教 究 范 ， 课程 教

名 和 队， 成 课教 理论课教 紧密结合、

的 人格局。 

1.2.4 对教 、 出 、道德品 等负面

能否及 发 和 当处 情况。 建立对教 、 出

、道德品 等负面 能否及 发 和 当处 的机 及

关规定，该机 ，该规定 格。 

1.3 本科地  

1.3.1“ 本 本”落 情况，党 、 长 、 长落

的本科教 良好氛 成情况。人才培 本，本科教 根。

坚持“ 本 本”，把本科教 放 人才培 的核 地 、教

教 的基础地 、 代教 发 的前 地 。 党 会、常

会和 长办公会 定期 究本科教 教 工 ， 长 本科教

、二级 长 负 将本科教 落到 处。 

1.3.2“ 个回归”的 情况， 进 刻苦读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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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 教 人、 倾 培 会 建 和接班人等方面的举

措 成 。 绕 刻苦读 来办教 ， 导 求 、

练 本领； 导教 热爱教 、倾 教 、 究教 ，潜 教

人； 坚持 确 方 ，促进 教 教

结合， 教、价 、创 ，倾 培 会

建 和接班人； 动办 理念创 、 创 、管理创 和

度创 ，倾力 教 报国、教 强国梦。 

1.3.3教 经费、教 件、教 精力 入等 保 本

科教 的机 建 情况。 把本科教 教 工 放 发 地

，建立 的 保 措 ，领导精力、经费安排、 力量、

配 和工 评价等都 教 、 ， 到

“八个 ”：领导 力 本科聚焦，教 精力 本科

集 ， 本科配 ，教 件和教 工具 满 本

科 ，教 方法和激励机 本科创 ，核 竞 力和教

量 本科 ，发 略和办 理念 本科 践，核

价 本科确立。 标 4个必 定量 标，

均年教 日常 出、教 日常 出比例、 均教

科 器 备 、年 教 科 器 备比例等方面达到国家对

高 办 和人才培 的刚 求。 

【必 】 均年教 日常 出≥1200 。该 求及内涵参

见《教 部关 发〈普 高等 本科教 教 核评估 方

案（2021-2025年）〉的 》。 

【必 】教 日常 出 经常 内教 费拨款

（205类教 拨款扣除 拨款） 费 入 和的比例≥13%。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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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及内涵参见《教 部关 发〈普 高等 本科教 教

核评估 方案（2021-2025年）〉的 》。 

【必 】年 教 科 器 备 比例。该 求及内涵

参见教 部关 发《普 高等 本科教 教 核评估 方

案（2021-2025年）》的 。 

【必 】 均教 科 器 备 。该 求及内涵参见《教

部关 发〈普 高等 本科教 教 核评估 方案（2021-

2025年）的 》。 

1.3.4 各 能部门服 本科教 教 工 情况，本科教

教 工 年度考核 的比 情况。 各 能部门 切 落

“ 本 本”，紧紧 绕本科教 教  

地 开 工 。除教 管理部门 的 能部门， 把服

本科教 教 工 本部门的 工 内容。 将服 本科

教 教 工 纳入对 能部门的年度考核 , 将本科教 教 工

教 年度考核的 点。 

2.培养过程 

2.1 培 方案 

2.1.1培 目标符合 定 、 会经济发 、

德 美劳全面发 情况。培 方案 教 管理的

基本 据， 培 过程的“蓝 ”。培 方案 包括 培 目

标、毕 求、 教 环节及其安排等。培 目标既 教 计

的起点， 教 的 点。 教 计的起点， 具备合

理 ； 教 的 点， 明能够达成。培 目标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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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 否符合 办 定 、 经济 会发 ，

德 美劳全面发 。 

2.1.2培 方案符合国家 类标 、 产出导 理念情况。

培 方案 符合国家 类标 求，包括 培 目标 求，

道德、 能力等人才培 基本 求， 的 、

、参考 或 分 求等。培 方案 产出导 理

念， 保持培 目标合理 ，然后根据培 目标 定毕 求，

根据毕 求构建 的课程 ，据此建立培 目标

毕 求 及毕 求 课程 的对 关 。 标 2个

必 定量 标， 公共 课程 分、劳动教 等方面

达到国家对高 办 和人才培 的刚 求。 

【必 】 毕 必 满的公共 课程 分 ≥2 分。

该 求及内涵参见《关 全面加强和改进 代 美 工 的

见》。 

【必 】劳动教 必 课或必 课程 劳动教 模块

≥32 。该 求及内涵参见教 部关 发《大 劳动教

导纲 （ ）》的 。 

B2.1.3：B1培 方案强化理论基础、 出科教融合、 培

创 能力情况/B2培 方案强化 践教 、 出 内容

的基础 和 、 培 能力情况。 培 方案

出 人才培 ，对 人才培 强化 的理论基

础、将教 科 紧密结合， 力培 的创 和创 能力;

对 人才培 产教融合，强化 践教 ， 出 内

容的基础 和 ， 力培 的 能力和 践动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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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建立培 方案的 定和 批程 ， 及监控和评 度，确

保培 方案得到全面落 ； 将培 求 化到每 个具 的教

环节 ，保 每 个教 环节都能达到教 求。 

2.2 建  

B2.2.1：B1 、 建 国家 大发 略及 会对

创 人才 求的契合情况/B2 、 建 国家 、

区 经济 会发 及产 发 对 人才 求的契合情况。

人才培 的基本单 。 根据办 定 定 建 规划，

明确建 目标和建 内容、 及 策措 和 度保 等，并能采取

措 得 落 。对 人才培 ， 建

国家 大发 略及 会对创 人才 求 契合；对

人才培 ， 、 建 国家 、区 经济 会发

及产 发 对 人才 求 契合。 标 1个必 定量

标，即： 过认 （评估）的 的比例。 ，

标 还 2个可 定量 标，包括近 年 、近

年 ， 可根据 发 和 际情况 。 

B1/B2【必 】 过认 （评估）的 的比例。 

B1/B2【可 】近 年 。 

B1/B2【可 】近 年 。 

B2.2.2：B1 绕国家和区 经济发 求，建立 、灵活

规范 、 定 的 管理 情况/B2 绕产

链、创 链建立 、灵活 规范 、 定 的

管理 情况。 化本科 供给侧改革， 经济 会发

和 发 求 导 ，构建 、灵活 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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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的 管理 。对 人才培 点

绕国家和 会经济发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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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 分比例、国家级、 级 践教 基地 等。 

【必 】 践教 分 分（ ）比例（人 科类

≥15%,理工农 类 ≥25%）。该 求及内涵参见《教 部等部

门关 进 步加强高 践 人工 的 干 见》。 

【必 】国家级、 级 践教 基地（包括 教 范 、

拟仿 、临床教 培 范 、工程 践基地、农科

教合 人才培 基地等） 。 

B2.3.2：B1 科 、企 共建科 践、 基

地情况/B2 企 、 单 共建 基地情况。

积极 动 科 、企 共建科 践、 基地（对

人才培 ）或 企 、 单 共建 基地（对

人才培 ），切 加强过程管理，健全合 共 、开放共 的

践 人机 。 标 1个可 定量 标： 企 共建的

教 ， 可根据 发 和 际情况 。 

B1/B2【可 】 企 共建的 教 。 

B2.3.3：B1毕 论 （ 计） 来 教 践、科 课

情况及 成 量/B2毕 论 （ 计） 来 企

、 企“ 导 ” 情况及 成 量。 加强对毕 论

（ 计） 、开 、答辩等环节的全过程管理，对 、内容、

难度进 格监控。对 人才培 ，毕 论 （ 计）

来 教 践和科 课 ；对 人才培 ，毕 论

（ 计） 来 企 ，鼓励聘请 企 家参

毕 论 （ 计） 导， 企“ 导 ” 。 标 1

个必 定量 标， 毕 论 （ 计） 比例 达到国家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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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和人才培 的刚 求。 

B1/B2【必 】 、 、工程 践和 会调查等 践 工

基础的毕 论 （ 计）比例≥50% 

2.4 课 教  

2.4.1 “ 、 教 导”的课 教 ,开

成果 导 的教 评价情况。课 教 人才培 的

渠道。 变教 教 理念，积极 动课程教 从“ 教

” “ ”的 变，促进教 、教 科 的紧密结

合； 成果 导 ，科 计课程考核内容 方 ， 进

教 内容及考 评价方法改革。 

2.4.2 进 技 教 过程融合、加强 化教 环境

建 情况。 积极 进 技 教 过程的融合， 动

互联 、大 据、人工 能、 拟 等 代技 教 和管理

的 ， 络化、 化、 能化、个 化的教 ， 动

成“互联 +高等教 ” 。改革传 的教 ， 课

多 化的课 教 ， 广 班化、 究 、混合 教 ，

广翻 课 ，构建 结合的教 模 ；大力 进 化

教材建 ，加强 络 、 科 科 等辅 教 建 ；

发 ， 过课 教 改革促进 革命， 导

管理、 动 ，激发求 ， 高 率，

能力。 

2.4.3建立健全教材管理机构和工 度情况， 教材 核

标 和程 教材情况； 进马工程 点教材 情况；

对教材 工 出 负面 的处理情况。 入贯彻落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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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记关 教材工 的 和教 部 发的《普 高等

教材管理 法》（教材〔2019〕3 号），党 对教材工 负 ，

成立教材工 领导机构，明确 门工 部门，牢牢把 党对教材建

的领导权。健全 内教材管理 度，负 教材规划、编 、 核、

等。 进马工程 点教材 。加强教材全过程管理，

教材 量监控和评价机 ， 格把关，及 发 和处理教材

工 出 的负面 。 标 1个必 定量 标，即：

马工程 点教材 情况。 ， 标 1个可 定量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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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可 】基础 科拔尖 培 计划 。 

K2【可 】产 合 人 目 。 

K2.5.2加强课程 计, 化公共课、 基础课和

课比例结构, 高课程建 规划 、 情况。 立 经

济 会发 求和人才培 目标，全面 化公共课、 基础课和

课比例结构，加强课程 计，从而 高课程建 规划

、 ，给 个科 合理的 、能力、 结构，避免

课程 和课程建 的 化、 片化。 标 1个必 定

量 标，即： 本科 均课程门 。 ， 标 1个

可 定量 标， 企 共建、共 讲 的课程 ， 可根

据 发 和 际情况 。 

K【必 】本科 均课程门 。 

K【可 】 企 共建、共 讲 的课程 。 

K2.5.3 工科、 农科、 科、 科建 及 绕“培

高 平教 成果”开 教 教改 目建 的举措及 成 。

动 技 、 产 、 、 模 对 代人才培 的

求，大力发 “ 工科”“ 科”“ 农科”“ 科”，

培 人才。 

K2.5.4 流 “ 计划”建 举措及成 。 建

面 来、 求、 领发 、理念 进、保 力的 流

目标，积极采取切 的措 ，加大建 力度， 成 批国家

级和 级 流 点， 领 撑高 平本科教 。 

K2.5.5 流课程“ 计划”建 举措及成 。 立课

程建 理念， 进课程改革创 ， 科 课程评价， 格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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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高教 教 能力， 量 导 的课程建 激励机 ，

成多类 、多 化的教 内容 课程 ， 力打 批具 高

阶 、创 和 度的 、 、 混合、 拟仿 和

会 践国家级和 级 流课程。 

K2.5.6 教材建 举措及成 。 积极采取 措 ，激

励广大教 不断编 出版更多培根 魂、启 慧、 代 求

的精品教材。 

2.6 创 创 教  

2.6.1 创 创 教 工 创 创 教 平 建 情况。

把 化创 创 教 改革 进高等教 合改革的

破口，强化顶层 计， 合 各方 ，多部门 ，建立起

的创 创 教 工 ；加强创 创 教 平 建 ，加

大各级科 基地 本科 开放力度，搭建大 创 创 会

求对接平 。 

2.6.2将创 创 教 贯穿 人才培 全过程、融入 教

的举措 成 。 将创 创 教 贯穿 人才培 全过程。面

全 、分类 教、结合 、强化 践，让 尽 参 和融入

科 ， 进课 、 进 、 进 队， 高 科 践能力

和创 创 能力； 动创 创 教 教 、 教

紧密结合， 化创 创 课程 、教 方法、 践 练、队 建

等关键领 改革，强化创 创 导 培 ， 创 创 教

平。 

2.6.3 参 创 创 教 积极 及创 创 教 成果。

创 创 氛 浓厚， 参 积极 高，创 创 教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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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2个必 定量 标，包括本科 参加各级各类创 创

践活动人 及比例、“互联 +”大 创 创 大 获奖 。

， 标 1个可 定量 标， 级 科竞 获奖

比例， 可根据 发 和 际情况可 。 

【必 】本科 参加各级各类创 创 践活动人 及比例。 

【必 】“互联 +"大 创 创 大 获奖 。 

【可 】 级 科竞 获奖 人次 的比例。 

3.教学资源与利用 

X3.1X 件 

X3.1.1教 经费、 料、 等满 教 求情况。

件 进 人才培 、课 教 及其 教 活动的“ 件

“基础。教 经费 教 建 和日常教 的基本保 。

保 教 经费 入，加强 料、 络和 化

建 ，保 教 经费满 教 改革、建 及日常 的 并

利 。 

X3.1.2 、 动场 、 、 场馆、 、

基地及其 件满 教 求情况及利 率。 件

包括公共 （包括 馆、 、 动场 、 、 场

馆等）、 践教 （包括 、 基地等）、课 教

（包括教 、计 机房、 等）。公共 服 教

，满 求,方便 ； 践教 出 践 人的理

念， 践教 改革 ，满 人才培 ；课 教

满 课 教 改革 ， 合教 改革 求。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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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 利 。 

3.2 建  

B3.2.1：B1 教 建 及其共 情况/B2 企 课程

库、 目案例库建 及共 情况。教 教 的

开 供的 材等各 可被利 的 件，包括教材、课程

库、案例库 及 络 、 科 科 等辅 教 ，

进 课 教 及其 教 活动的“软”基础。 加强课程

建 ，建成 批 课程 ， 成 培 目标 的、内容丰

富的高 平辅 教 。对 人才培 ， 力 动

课程 开发建 和开放共 ，促进慕课等 平 的发 ，

鼓励教 多模 ，鼓励 多 ， 公共服 平，

动 成 持 人人皆 、处处能 、 可 的泛 化

环境；对 人才培 ， 结合 企 际，健全 共

机 ， 力建 课程 库、 目案例库， 动将 企

化 教 教 内容。 

B3.2.2：B1面 国家、 领 求的高 平教材建 举措

成 /B2面 企 际、产 发 的 教材建 情况。

积极采取 措 ，加强教材建 。对 人才培 ，

鼓励和 持 高、教 经 丰富的 家 参 教材

编 ，面 国家、 领 求，编 高 平教材，创 教材呈

方 和话 ；对 人才培 ， 教 面

企 际，结合产 发 编 教材， 强教材的 对 和

。 

K3.2.3 “互联 +"课程教 的 慧教 、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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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 和 件建 及 果。 积极打 慧 环境，

借 联 技 、 计 技 和 能技 ，建 “互联 +”

课程教 的 慧教 、 能 建 ， 促进 个 化

、开放 和泛 。 

K3.2.4：K1 科 、科 成果 化 教 情况/K2产

技 发 成果、产 合 目 化 教 情况。 采取

措 ，积极开 和 利 各类教 。对 人才培

， 力促进 科 化 教 教 ，将 科 成果融

入教 内容， 化 目；对 人才培 ， 力将产

技 发 成果 化 教 ，将产 合 目 化

目。 

4.教师队伍 

4.1 德 风 

4.1.1保 把教 建 放 、把 德 风 评

价教 的第 标 ,强化 德教 、加强 德 传、 格考核管理、

加强 度建 ,落 德考核贯穿 教 教 全过程等方面的情况。

教 人 教 的基本 。 贯彻落 教 部等七部门《关

加强和改进 代 德 风建 的 见》（教 〔2019〕10号）

精 ，把教 建 放 ,把 德 风 评价教 队

的第 标 ，健全 德考核 度，将 德 风建 求贯穿

教 教 全过程。建立 备的 德 风建 度 和 的 德

风建 长 机 ， 高 领 底 求结合，不断激发教

内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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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教 “ ”好老 、 个“ 路人”， 觉

《 代高 教 》等方面的情况。广大教

理 念、 道德情操、 、 仁爱 ， 觉

《 代高 教 标 》， 德立 、 德立 、

德 教， 觉 锤炼品格、 、创 、奉 国的

路人。 

4.2 教 能力 

B4.2.1：B1 任教 的 平、教 能力、科 平和能力

/B2 任教 的 平、教 能力、产 能力。教 具

较强的 平和教 能力，能够很好地 任教 教 工 ， 到

过 、 能力精 、 人 平高超、方法技 。对

人才培 ，教 具 定的科 能力和 平，将科 融

入教 ， 导 参 科 目， 科 培 的创 能力；

对 人才培 ，教 具 产 能力，能够结合 产

际，培 践动 能力。 

4.2.2 教 教 人能力和 平的措 。 ，

采取切 措 ，加强对教 教 人能力的培 ，建立健全多

的基层教 ，广泛开 教 教 究活动，全面 高教

代 技 教 教 度融合的能力。 

4.3 教 入 

4.3.1教 入教 、教 全 本科 课的激励 机

建立情况及 果。 把教 工 教 考核的 内

容，从 度 保 教 必 觉履 教 人的基本 ， 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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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 科 的关 ，把 精力 入到本科教 工 。 建立教

必 本科 课 度， 别 导教 本科 年级 课，

并认 落 。 标 2个必 定量 标，包括 讲本科课程

教 教 的比例、教 讲本科课程人均 。 

【必 】 讲本科课程教 教 的比例。 

【必 】教 讲本科课程人均 。 

4.3.2教 别 教 和副教 开 教 究、参 教 改革

建 情况及成 。 建立 的激励和 机 ，建立教

教 奖励 度， 教 技 晋 本科教 工 考评

票否决 ， 导广大教 积极开 教 究，参加教 改革、

建 、课程建 和教材建 。 标 1个必 定量 标，

即：教 、副教 担任 负 人的 比。 

【必 】教 、副教 担任 负 人的 的比

例。 

4.4 教 发  

4.4.1 教 培 发 ，把 近平 记关 教 的

论 核 培 课程,把《 近平 记教 论 讲 》

核 培 教材,加强 党 工 队 建 的举措 成 。

教 培 和 发 ，健全教 培 度，切 加强

党 工 队 建 ，且举措得力、成 。把 近平 记

关 教 的 论 核 培 课程，把《 近平 记教

论 讲 》 核 培 教材,广大教 参 、领会 、

好 近平 记关 教 的 论 。 

4.4.2加强教 教 发 、基层教 和青年教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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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举措 成 。 过 教 教 发 、强化教

等教 基层 建 ，健全教 教 究 度等 教 教

平 供培 、 服 、技 持保 ，且举措得力、成 。

别 青年教 队 建 ，建立 的培 培 度，采

取 措 建 德高 、 精 、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

高 青年教 队 。 标 1个必 定量 标，即：

基层教 的 比。 ， 标 1个可 定量 标，

即：教 发 培 本 教 的比例。 

【必 】 基层教 的 的比例。 

【可 】教 发 培 本 教 的比例。 

B4.4.3:B1 教 教 能力、 践能力、科 能力、 技

能力的 策措 /B2 教 教 能力、产 能力、

技 能力，鼓励教 到 界 践、挂 和承担横 课 的

策措 。 采取各 措 ，充分发挥老教 “传帮带” ，

教 的教 能力、 平和 技 能力。对

人才培 ， 过鼓励教 承担国家 目及 企 际课 ，

培 教 的科 能力和 践能力；对 人才培 ，

过 企、 共建教 企 践流动岗（工 ）机 ， 导

教 到 界 践、挂 和承担课 ，培 教 的产 能力。 

B4.4.4:B1 教 队 分类管理 建 情况/B2 能 教

队 和 践教 教 队 管理 建 情况。 教 分类管理

和分类评价办法，分类分层次分 科 评价内容和评价方 。对

人才培 ， 别 能 教 队 和 践教 队

建 管理。 标 1个可 定量 标， 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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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教 比例， 可根据 发 和 际情况 。 

B2【可 】 任教 能 教 的比例 

K4.4.5教 赴国（境） 交流、访 、参加国际会 、合

究等情况。 创 良好 件，鼓励教 赴国（境） 交流、访

、参加国际会 、开 合 究等, 教 的国际 和国际

力。 

5.学生发展 

5.1 理 念 

5.1.1 理 念和品德 。 加强 理 念教

和品德 的培 ，把 会 核 价 观教 融入教 教 全

过程各环节。 理 念坚定， 立共产 大理 和 国

会 共 理 ；厚 爱国 情怀；具 良好的道德品 和

惯，崇德 、诚 ，热爱集 、关 会。 

5.1.2加强 风建 ，教 导 爱国、励 、求 、力

情况。 风 群 或个人 对 、能力的渴求过程 表

出来的带 倾 、 定 的 度、 方法和 ，

内 度和 的 合表 。 风 过潜 默化的

，对人才培 量起 。 采取 措 加

强 风建 , 成充分调动 的机 、环境和氛 ，

导 国家发 ， 求 理而勤奋 、奋发 强。 入

贯彻 近平 记 北京大 会 的 讲话精 ，按

爱国、励 、求 、力 的 求，努力成长 理 、 本领、

担当的 会 建 和接班人。 



 55 

5.2 成绩及 合  

B5.2.1：B1 基础理论、 面和创 能力/B2 合

能力和独立解决 产、管理和服 际 能力。

的 和 能力培 , 成 。对

人才培 ， 表 出基础理论 ， 全面，具 较强的创

和创 能力；对 人才培 ， 表 出具 较强的

合 能力、 践动 能力和独立解决 产、管理和服

际 的能力。 标 2个可 定量 标， 本科 第

/ 发表的论 和获批国家发明 利 、 期间

获得国家认可的 格 比例， 可根据 发

和 际情况 。 

B1/B2【可 】本科 第 / 公开发 期刊发

表的论 和本科 获批国家发明 利 。 

B2【可 】 期间获得国家认可的 格

的比例。 

5.2.2 开 教 、 、美 、劳动教 的措 成 。

贯彻落 共 、国 关 加强 代 、美 、劳动

教 关 策 件精 ， 的 合 培 ，采取切

举措， 入开 教 ， 进 、美 教 改革，加强劳动教

， 促进 健康， 高 美和人 ， 崇

劳动、 劳动。 标 1个必 定量 标，即：

测 达标率。 

【必 】 测 达标率。该 求及内涵参见《关 全面加强

和改进 代 工 的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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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活动、 化、 会 践、 服 等活动开

情况及 人 果。 积极 持各 类 健康 的 和俱

乐部建 ，开 丰富多彩的课 活动； 建 美丽的 环境和

浓 的 化， 到良好的感染、 和激励；采取

措 ， 导 积极 会 践、参加 服 ， 强 表达

沟 、 队合 、 调、 践操 等各 能力。 标

1个可 定量 标， 级 、 竞 参 获奖

比例， 可根据 发 和 际情况 。 

【可 】 级 、 竞 参 获奖 人次

的比例。 

K5.3 国际  

K5.3.1 国（境） 大 合 办 、合 人 及 本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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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交流、访 ， 、竞 、参加国际会 、开 合 究，开

国际 ， 强跨 化交流能力。 标 1个可 定量

标， 期间赴国（境） 交流、访 、 的 比例，

可根据 发 和 际情况 。 

【可 】 期间赴国（境） 交流、访 、 的

的比例。 

5.4 持服  

5.4.1领导干部和教 参 工 的情况。教 的本 培

人，人才培 本。 关 每个 ，把促进

健康成长 切工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领导干部和教

积极参 工 。落 《 共教 部党 关 加强和改进高 领

导干部 入基层联 工 的 》（教党函〔2019〕34号）

求， 力发挥教 导、价 领、 路、 教导、

理 导、就 导等方面的积极 ，教 导 健康成长成

才。 

5.4.2 开 导服 工 （ 、 规划、就

、家 经济困难 、 理健康 等）情况， 导 、

理辅导教 、 等配备及 交流活动 门场 建 情况。

建立 的 导服 ，配备 门教 ， 供必 的

备和 件，开 导、 规划 导、就 导和大

理健康 ,对家 经济困难 进 ，确保不 贫困而

等，帮 成长成才。 导 、 理辅导教 、 等配备

及 交流活动 门场 建 满 求。 标 3个必 定

量 标， 辅导 比例、 理健康教 教 比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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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教 和就 工 人 比例等。 

【必 】 辅导 岗 比例≥1:200。该 求及内

涵参见《普 高等 辅导 队 建 规定》。 

【必 】 从 理健康教 教 比例≥1:4000且

2名。该 求及内涵参见《教 部等八部门关 加快构建高

工 的 见》。 

【必 】 就 导教 和 就 工 人 届毕

比例≥1:500。该 求及内涵参见《教 部关 好 2013年全国普

高等 毕 就 工 的 》。 

5.4.3 分 改革和弹 的管理 度、辅

度、 度建 情况。 ， 分

和弹 度，扩大 权、 权；开 辅 、

，鼓励 跨 科、跨 ，

和课程。 

K5.4.4 成长 评价， 、 发

能力和 发 能力的具 措 及 成 。 每 个 ，

积极 评价模 改革，不仅关 过程的 后产出，更看

过程 带来的 长； 采取各 措 ，加强

、培 发 能力和 发 能力。 

6.质量保障 

6.1 量管理 

6.1.1 量标 、 量管理 度、 量保 机构及队 建

情况。 量管理 挥和控 教 的 调活动，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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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目标的 段。 根据 办 定 和人才培 目标，确立

人才培 求，构建各教 环节（课 教 、 、 践、毕

计等）的 量标 ； 建立 的 量管理规 度，各

类管理 件齐全，并能够 格 ； 量保 机构，建

立 高 平的 量督导队 ，对日常教 工 进 检查、监督和

导。 

6.1.2加强考 管理、 考 纪律、 过程 考核 结果

考核 机结合的 考评 度、 把考 和毕 出口关的情况。

加强考 管理，加强 的诚 教 ， 格考 纪律和 求，

健全能力 考核并 的多 化 考核评价 ，

过程监测、评估 反馈机 。 把毕 出口关，加强对毕 论

（ 计） 、开 、答辩等环节的全过程管理，对 、内容、

难度进 格监控， 高毕 论 （ 计） 量。 

6.2 量改进 

6.2.1 内部 量评估 度的建立及接 部评估（含

评估、 认 等）情况。 量改进 对教 量存 的 和

薄 环节，采取 的纠 防措 ，对 量保 进 不断

，达到持 改进 量的目的。 建立内部 量 评估

度，定期开 评教、评 及二级 教 工 评估、 评估、

课程评估等工 ； 积极接 来 教 部门、 会第 方

的 部评估，包括 评估和 认 等。 

6.2.2 量持 改进机 建 改进 果。 建立 量持

改进机 并持 ， 过定期的 内 评和参加教 部门、

会第 方的 部评估， 及多 径 取 、毕 和 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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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等，不断发 、分 ， 定纠 改进措 ，

配备必 的 ，进 量改进，并对纠 改进措 的

进 评价, 量改进取得 成 。 

6.3 量 化 

6.3.1 觉、 、 律、 查、 纠的 量 化建 情况。

健全教 量保 ， 方法， 靠必 的 结

构，把 各部门、各环节 教 量 关的 量管理活动 密

起来,将教 和 反馈的 个过程 教 量的 切

控 起来， 成 个 明确任 、 、权 ， 互 调、 互促

进的教 量管理的 机 。 构建 觉、 、 律、

查、 纠的大 量 化，把其 动大 不断前 、不断超

的内 动力，将 量 、 量标 、 量评价、 量管理等落

到教 教 各环节，内化 的共 价 求和 觉 动。 

6.3.2 量 公开 度及年度 量报告。 建立定期的

量 公开 度， 量 会公开 栏， 觉接 会

的监督。公开的 包括： 情况、教 队 教 件、

就 情况等，每年 及 会发布《本科教 量报告》《就

量年度报告》等。 公开工 到内容 、 确、及

和全面。 

7.教学成效 

7.1 达成度 

达成度即人才培 目标 培 果的达成度。 

7.1.1 各 人才培 目标的达成情况。培 目标达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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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评价 点 关 毕 毕 后的 际表 培 目标 求

否 合，即目标的 情况；培 果达成情况的评价 点 关

毕 毕 具 的 能力 平。 

7.1.2毕 量持 跟 评价机 建立情况及跟 评价结果。

建立毕 量持 跟 评价机 ，并持 跟 评价。 过

举 对 人单 及 关各方的调查情况、跟 毕 的 发

情况、了解毕 就 岗 况及其 岗 的情况 明 培 的

人才 经达到了 既定目标 求。 

7.2 度 

度即 办 定 和人才培 目标 会 求的 度。 

7.2.1 本科 况。 人才培 的入口，持 好

的 量表明 人才培 目标 国家、 会及 的 求 期

符合， 度高。 

B7.2.2：B1毕 面 国家和经济 会发 就 情况、就

量和 发 情况/B2毕 面 服 的区 和 企

就 情况、就 量及 发 情况。毕 人才培 的出口。

毕 的就 情况、就 量 发 情况反 了 人才培

目标 会 求的 度和被 会的认可度。对 人才培 ，

考察毕 面 国家和经济 会发 的就 情况、就

量和 发 情况；对 人才培 ， 考察毕 面

服 区 和 企 的就 情况、就 量及 发 情况。

标 2个可 定量 标， 率、 届本科 初次就

率及结构， 可根据 发 和 际情况 。 

【可 】 率（含国内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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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 届本科 初次就 率及结构。 

7.3 保 度 

保 度即教 和教 对 人才培 的保 度。 

7.3.1教 经费 及教 、 、 馆、 场馆、

场馆等 件满 教 情况。教 高 办 的基本

件 ， 人才培 量的 保 ，国家对此 基本的底 求。

教 包括教 、 馆、 络、 场馆、 场馆、

及其教 器 备、 践基地等。 标 2个必 定量 标，

包括 均本科 经费、 均本科 经费等。 

【必 】 均本科 经费（ ）。 

【必 】 均本科 经费（ ）。 

7.3.2教 的 量、结构、教 平、产 能力、国际

、教 入等满 人才培 情况。教 量、结构、教 科

平、产 能力、国际 、教 入和教 能够很好

地满 教 。 标 2个必 定量 标，包括 比，

具 、博 教 任教 比例等。 

【必 】 比。该 求及内涵参见《教 部关 发〈普

高等 本科教 教 核评估 方案（2021-2025年）〉的

》。 

【必 】具 、博 教 任教 比例 N50%。 

7.4 度 

度即教 量保 的 度。 

7.4.1 人才培 各环节 情况。 建立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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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量保 ,明确了人才培 各环节 量 求及监控措 ，

人才培 各环节平 ， 量 保 。 

7.4.2 人才培 工 持 改进、持 情况。 建立

了人才培 工 持 改进机 。 对 量监控、 量评估和 量分

发 的 ， 定纠 改进措 ,配备必 的 ，进

量改进，并对纠 改进措 的 进 评价，确保教

量持 。 

7.4.3近 年 领 的 毕 个典 案例及培 经 。

人才培 工 取得经 和 成 ，列举近 年 领 具

典 和代表 的 个 毕 案例。 

7.5 满 度 

满 度即 和 会 人单 的满 度。 

7.5.1 （毕 ）对 成长的满 度。

定期开 和毕 会或进 卷调查，了解 对教

、管理、服 的 见和建 ， 及 对 己 成长的满

度。 

7.5.2教 对 教 教 工 的满 度。教 教 教

工 的第 ，对 教 教 工 切 会。 建立教

对教 教 工 的满 度调查，不断改进教 教 工 。 

7.5.3 人单 的满 度。 建立对 会 人单 的跟

调查机 ，定期了解 会 人单 的 求和对毕 的评价，并根

据反馈 对 、培 目标、培 规格、培 方案、教 方

法等进 持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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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标识“B”为“类型必选项”，体现学校的类型特征和精准定位。 

选择第一种的高校须统一选择“B1”； 

选择第二种的高校须统一选择“B2”； 

选择第三种的高校原则上选择“B2”。 

2.标识“K”为“特色可选项”，体现学校办学特色和差异化发展。高校可根据

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自主选择，其中：第一种与“K1”选项对应，第二种与“K2”

选择对应，第三种原则上与“K2”选项对应。 

3.标识“X”为“首评限选项”，体现对首次参加审核评估高校基本办学条件

的刚性约束，选择第三种的高校必须选择，其他高校不用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