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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文 Ε 
 

 

湘教发〔2016〕56号 

 

关于ׇ发Ȑ湖南省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综合评Ζ通用指标体系与评Ζ办法ȑ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评估试点工作的通知》 国教督办〔2016〕6号 和

我厅《关于开展湖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工作的通知》

湘教通〔2016〕278 号 精神，我厅组织专家研究制定了《湖

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通用指标体系与评价办法》 包

括湖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通用指标体系、定量指标计

算标准、定 指标评价方案与评价标准 ，现印发给你们。 

《湖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通用指标体系与评价



 ̇2̇ 

办法》是我省组织各专业进行综合评价时的通用框架和参考标

准，各专业 类 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具体组织实施专业综合评价

时，应根据各专业的学科特 和实际情况，依据通用指标体系与

评价方法，研究制定各专业具体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

法，报我厅审定批准后组织实施。 

 

附件 1．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通用指标体 

系 简表  

2．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通用指标体

系与指标内涵 

3．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通用定量指

标计算标准 

4．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通用定 指

标评价方案与评价标准 

 

 

                             湖南省教育厅 

                               2016年 12月20日 



 ̇3̇ 

附 1 

湖南省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Ζ 
通用指标体系 简表  

一级指标 ү级指标 ў要观测点 指标性质 

1.1.1 招生录取分数 0̂.际  ̃ 定量 
1.生源 0̂.0附  ̃ 1.1 招生录取 1̂.0  ̃

1.1.2 第一志愿录取率 0̂.4  ̃ 定量 

2.1.1 养目标б要求 0̂.2  ̃ 定性 
2.1 养方案 0̂.际  ̃

2.1.2 课程体系 0̂.8  ̃ 定性 

2.2.1 模式构建б实施 0̂.际  ̃ 定性 

2. 养方案б模式

0̂.20  ̃
2.2 养模式 0̂.4  ̃

2.2.2 协 育人 0̂.4  ̃ 定性 

3.1.1ж业生师 (0.3) 定量 

3.1.2高职 教师б博士学位教师(0.2) 定量 

3.1.3高水 教师 (0.1) 定量 

3.1.4高职 教师ѝ本科生授课 0̂.2  ̃ 定量 

3.1师资结构(0.4) 

3.1.附έ 行业背 教师(0.2) 定量 

3.2.1中青 教师 养(0.2) 定量 

3.2.2教师教学获奖(0.4) 定量 3.2师资水 (0.3) 

3.2.3教师科研 (0.4) 定量 

3.3.1教学仪器 备值(0.附) 定量 

3.3.2校外实习 地(0.3) 定量 

3. 师资б条  ֒

0̂.2附  ̃

3.3教学条 (֒0.3) 

3.3.3 书б网络课程(0.2) 定量 

4.1.1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0̂.8  ̃ 定量 
4.1教学建 (0.附) 

4.1.2教材(0.2) 定量 

4.2.1教研论文(0.3) 定量 

4.2.2教研项目 0̂.4  ̃ 定量 

4. 教学建 б改 

革 0̂.1附  ̃
4.2教学改革(0.附) 

4.2.3教学成果奖 0̂.3  ̃ 定量 

附.1质量标准(0.2) 附.1.1教学 节质量标准 1̂.0) 定性 

附.2.1质量监测б评 (֓0.际) 定性 
附.教学质量保障 

0̂.10  ̃ 附.2质量监 (0.8) 
附.2.2 馈б改进 0̂.4) 定性 

际.1思想道德 0̂.2  ̃ 际.1.1思想道德表 (1.0) 定性 

际.2.1学科竞赛获奖(0.4) 定量 

际.2.2创新创业 项目(0.4) 定量 际.2ж业能力(0.4) 

际.2.3论文бж利(0.2) 定量 

际.3就业(0.2) 际.3.1就业率(1.0) 定量 

际.4.1学生教学满意度(0.附) 定量 

际. 养效果 

0̂.2附  ̃

际.4满意度(0.2) 
际.4.2用人单位满意度(0.附) 定量 

7. ╗项目(0.0附) 7.1ж业特色(1.0) 7.1.1ж业特色(1.0) 定性 

注̔一级指标 7 项̆ү级指标 15 项̆ў要观测点 33 个Ȃ满分 105 分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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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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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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Ȃ
 

4
.
1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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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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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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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
 

4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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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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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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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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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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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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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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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湖南省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Ζ 
通用定量指标计算标准 

一级指标 1.生源 0̂.0附  ̃ ү级指标 1.1 招生录取 1̂.0  ̃

ў要观测点 1.1.1招生录取分数 0̂.际  ̃

指标内涵 

四 家统一高考录取的学生录取标准分均值̆即该ж业每 学生高考录取分数

除以该生所在省高考相 满分值 得出的标准分的 均值Ȃ 

计算公式 

 

ὲ中 n̆ѝ本ж业 四 录取学生总数 S̆iѝ第i号学生高考录取分数 Ĕiѝ第i号学生所在省高考相 满

分主k ѝ地域系数Ȃ将高校以长沙ѝ中心分ѝ四个圈Ȃ第一圈̔省城高校̕第ү圈̔株洲ȁ湘潭高校̕第Ь

圈̔衡阳ȁ益阳ȁ常德ȁ岳阳ȁ娄 高校̕第四圈̔ὲ他地域高校 k̆依次取1ȁ1.03ȁ1.0际ȁ1.09Ȃ 

 

 

 一级指标 1.生源 0̂.0附  ̃ ү级指标 1.1 招生录取 1̂.0  ̃

ў要观测点 1.1.2第一志愿录取率 0̂.4  ̃

指标内涵 

四 家统一高考录取的湖南省学生第一志愿录取率̆即该ж业第一志愿ж业录

取学生总数除以该ж业录取学生总数Ȃ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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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3. 师资б条֒ 0̂.2附  ̃ ү级指标 3.1师资结构(0.4) 

ў要观测点 3.1.附έ 行业背 教师(0.2) 

指标内涵 

ж任教师中έ 行业背 教师所占 例Ȃέ 行业背 教师指在相关行业连续工作

际个 及以Э或者取得相关ж业职业资格证书的ж业教师Ȃ 一教师实施多个项目时̆

а 复计算Ȃ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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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3. 师资б条֒ 0̂.2附  ̃ ү级指标 3.2师资水 (0.3) 

ў要观测点 3.2.2教师教学获奖(0.4) 

指标内涵 

1̂̃ 四 ж业教师参╗ 家或省课堂教学竞赛ȁ信息化教学竞赛等教学及教学

能竞赛活动获得等级奖励Ȃ̂ 0.4  ̃

2̂̃ 四 ж业教师指导学生参╗学科竞赛获得省级及以Э等级奖 或̆者指导学生

研究性学习项目ȁ创新项目获得省级及以Э立项Ȃ̂ 0.际  ̃

计算公式 

 

ὲ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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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3. 师资б条֒ 0̂.2附  ̃ ү级指标 3.3教学条 (֒0.3) 

ў要观测点 3.3.1教学仪器 备值(0.附) 

指标内涵 

1̂̃ ж业教学仪器 备以及单独购置的教学ж用软֒̂单֓1000元以Э̃生

均值(0.7)Ȃ 

2̂̃ 四 ж业新增教学仪器 备以及单独购置的教学ж用软֒̂单֓1000元以

Э̃生均值(0.3)Ȃ 

计算公式 

 

 

ὲ中 S̆ѝ教学仪器 备以及单独购置的教学ж用软֒总值̆Nѝ折合学生数̆Lѝ生均值 L̆m晰xѝ ж业L

的最大值Ȃ 



 ̇1附̇ 

一级指标 3. 师资б条֒ 0̂.2附  ̃ ү级指标 3.3教学条 (֒0.3) 

ў要观测点 3.3.3 书б网络课程(0.2) 

指标内涵 
(1)生均ж业 书̂ 纸质ȁ电子 书̃册数Ȃ̂ 0.7  ̃

(2)ж业网络课程资源占ж业课程总数的 例Ȃ̂ 0.3  ̃

计算公式 

 

 

ὲ中̆ 主Cѝж业 书̂ 纸质ȁ电子 书̃总册数 S̆ѝ本ж业折合学生数 B̆ѝ教发ȍ2004Ȏ2号

文֒规定的生均 书合格标准册数̆ὲ中哲ȁ经ȁ法ȁ文ȁ史ȁ理ȁ管门类以及教育学门类的教育学类ж业

参照语文ȁ财经ȁ政法院校标准̆工ȁ农门类ж业参照工科ȁ农ȁ林院校标准̆教育学门类的体育学类参照

体育院校标准̆医学门类ж业参照医学院校标准̆艺术学门类ж业参照艺术院校标准Ȃ 



 ̇1际̇ 

一级指标 4.教学建 б改革 0̂.1附  ̃ ү级指标 4.1 教学建 (0.附) 

ў要观测点 4.1.2教材(0.2) 

指标内涵 
十 教师以第一署 单位̆ 家规划教材前Ь编者ȁὲ它教材第一ў编并Ὠ开出

版本ж业教材Ȃ 

计算公式 

 

ὲ中 Ğѝ 家级规划教材数̂ 一单位多人参б时а 复计算̃̆ Sѝ省级优秀教材̂ 由政府部门 织立项

或评审̆并以正式文֒Ὠ布̃数 C̆ѝὲ它Ὠ开出版发行的教材数Ȃ这 除 家规划教材统计前Ь编者外̆

只统计第一ў编的教材̆ὲ它ў编ȁ副ў编或参编的教材都а统计Ȃ 

 

 

 

一级指标 4.教学建 б改革 0̂.1附  ̃ ү级指标 4.2教学改革(0.附) 

ў要观测点 4.2.1教研论文(0.3) 

指标内涵 
四 教师以第一署 单位发表的教研论文̆分一般刊物ȁ中文核心期刊及以Э刊

物两个层次统计Ȃ 

计算公式 

 

ὲ中 H̆ѝ中文核心期刊及以Э刊物教研论文数 Y̆ѝ一般刊物教研论文数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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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4.教学建 б改革 0̂.1附  ̃ ү级指标 4.2教学改革(0.附) 

ў要观测点 4.2.2教研项目 0̂.4  ̃

指标内涵 
十 教师ў持立项省级及以Э教研项目̆包括 家级ȁ省部级教改项目ȁ教育科

学规划项目Ȃ 

计算公式 

 

ὲ中 T̆ѝж业教师数 Ğѝ 家级项目数 B̆ѝ教育部项目数 S̆ѝ省级项目数 L̆m晰xѝ ж业L的最大值Ȃ 

 

 

 

一级指标 4.教学建 б改革 0̂.1附  ̃ ү级指标 4.2教学改革(0.附) 

ў要观测点 4.2.3教学成果奖 0̂.3  ̃

指标内涵 
十 教师获得省级及以Э教学成果奖̆包括 家级教学成果特等ȁ一ȁү等奖̆

省级教学成果一ȁүȁЬ等奖Ȃ 

计算公式 

 

ὲ中主 iѝ奖项序号 ğiѝ获奖层次系数 k̆iѝ等级系数 s̆iѝ排 系数̆Tѝж业教师总数̆Lm晰xѝ ж业L

的最大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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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际. 养效果 0̂.2附  ̃ ү级指标 际.2ж业能力(0.4) 

ў要观测点 际.2.1学科竞赛获奖(0.4) 

指标内涵 

四 学生参╗ 家级ȁ省级学科竞赛获等级奖或 次奖的前ὧ Ȃ 权威 织

̂仅限面向全球所 成员的行业性 织或学术性 织̃ 织的竞赛按 家级统计̆ 家

非政府部门̂即各类协会ȁ学会等民间机构或企业单位等̃ 织的竞赛按省级统计̆省

非政府部门 织的竞赛а 入统计范围Ȃ 

计算公式 

 

ὲ中主 iѝ项目序号 S̆iѝ 四 本ж业第 i 学生数 ğiѝ获奖层次系数 k̆iѝ等级系数 h̆iѝ类⁞系数  ̆Lm晰x

ѝ ж业L的最大值Ȃ 次奖б等级奖的对 关系ѝ 一̔ȁү 对 一等奖 Ь̆ȁ四ȁ五 对 ү等奖 Ὡ̆ȁ

七ȁὧ 对 Ь等奖Ȃ集体奖仅限а 个人奖的项目̆ 一ж业 一项目多人获奖时最多按2项计算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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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际. 养效果 0̂.2附  ̃ ү级指标 际.2ж业能力(0.4) 

ў要观测点 际.2.3论文бж利(0.2) 

指标内涵 四 学生以第一署 单位ȁ第一作者Ὠ开发表论文或获得ж利Ȃ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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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际. 养效果 0̂.2附  ̃ ү级指标 际.4满意度(0.2) 

ў要观测点 际.4.1学生教学满意度(0.附) 

指标内涵 学生对ж业教学的满意度Ȃ 

计算公式 

 

ὲ中主 Dѝ本ж业学生对ж业教学的满意度Ȃ 

 

 

 

 

一级指标 际. 养效果 0̂.2附  ̃ ү级指标 际.4满意度(0.2) 

ў要观测点 际.4.2用人单位满意度(0.附) 

指标内涵 用人单位对 四届 业生的满意度Ȃ 

计算公式 

 

ὲ中主 Dѝ用人单位对本ж业 四届 业生的满意度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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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 

湖南省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Ζ 
通用定性指标评Ζ方案与评Ζ标准 

 

一、通用定性指标评 方案 

(一)定 指标设置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通用指标体

系》中第二个一级指标“培养方案与模式”、第五个一级指标

“教学质量保障”、二级指标 6.1“思想道德”和附加项目“专

业特色”为定 指标，包含 6个二级指标、9个观测点。 

(二)定 指标评价方法 

1、各观测点评价等级分为 A、B、C、D四等。 

2、根据各观测点指标内涵，明确给出各观测点的 A 级标

准和 C 级标准，同时明确每个观测点的考察要点。在实施评

价时，高于 C不足 A 的为 B，不足 C 的为 D。 

3、各等级赋分区间为 A∈〔90，100〕，B∈〔80，90 ，

C∈〔70，80 ，D∈〔60，70 。附加项目“专业特色”各等级赋

分区间为 A∈〔4，5〕，B∈〔3，4 ，C∈〔2，3 ，D∈〔1，

2 。 

4、在实施评价时，专家根据各观测点等级标准和考察要

点，先确定各观测点的评价等级，再根据工作达成度在相应

等级赋分区间给出具体分数。对评为 C 等或 D 等的观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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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必须给出评分理由。 

(三)专家组构成与分组 

1、每个参评专业点推荐 1）2 名专家组成专家组。 

2、专业教指委主任委员、秘书长不参与具体评价工作。 

3、视参评专业数量，将专家组成员分成 2）3 个小组，每

个专家小组承担一个部分评价任务的评价。每个专家不回避

自己学校的评价。 

(四)专家组评价要求 

1、专家小组的每一个成员对所承担的某一组的评价任务

的所有观测点均需进行独立评价。每位专家在查看材料后，

独立进行判断和评价。 

2、考察要点为必要但不充分条件，被评价单位提供的说

明 文字材料和支撑材料，是专家对主要观测点评价打分的

依据。 

3、专家在网上依据学校提供的材料对每一项指标评分。

被评专业点各观测点的最后得分取本小组每一位专家评分去

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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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一
般
Ȃ

 

2
.1

.1
养
目

标
б
要
求

̂
0
.2
̃

 

养
目
标
б

家

要
求
ȁ
社
会
需
求
及
学

校
定
位
的
吻
合
度
̆
以

及
养
要
求
б

养
目

标
的
匹
配
度
Ȃ

 

考
察
要
点

 

1
、
专
业
培
养
目
标
的
基
本
内
容

包
含
专
业
知
识
、
能
力
和
素
质
要
求
，
适
应
岗
位
及
人
才
类

型
等

 

2
、
培
养
要
求
体
现
学
生
知
识
、
能
力
和
素
质
要
求
的
情
况

 

3
、
培
养
目
标
与
国
家
办
学
要
求
的
符
合
度

 

4
、
培
养
目
标
适
应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需
求
的
情
况

 

5
、
培
养
目
标
与
学
校
办
学
定
位
的
符
合
度

 

6
、
培
养
要
求
支
撑
培
养
目
标
的
达
成
情
况
。

 

ж
业
课
程
б

养
要
求
的
对

关
系
清

合
理
̕
各
类
型
课
程
学
分
̂
学
时
̃

例
合
适
̕

课
程
群
̂
或
模
块
̃
方
向
明
确
̆

置
合
理
̆
相

关
性
强
Ȃ

 

ж
业
课
程
б

养
要
求
的
对

关
系
一
般
̕

各
类
型
课
程
学
分̂

学
时
̃

例
较
ѝ
适
当

课̕

程
群
̂
或
模
块
̃
方
向
明
确
̆
关
联
性
一
般
Ȃ

 

2
.1

.2
课
程
体

系
̂

0
.8
̃

 

̂
1

课̃
程

置
对

养
要

求
的
支
持
度

Ȃ

ж
业
课

程
б

养
要

求

的
对

关
系

清
合

理
必̕
修
课
б
选
修
课
ȁ

通
识
课

б
ж
业
课
ȁ

理

论
课
б

实
践
课

例
合

适
课̕
程
群̂

或
模
块
̃

方
向
明
确
Ȃ

 
(0

.4
) 

考
察
要
点

 

1
、
课
程
学
时
、
学
分
的
设
置
及
时
序
安
排

 

2
、
专
业
课
程
与
培
养
要
求
的
对
应
关
系

 

3
、
课
程
群

或
模
块

的
设
置
及
相
关

 

4
、
按
国
家
要
求
开
设
相
关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课
程
。

 

ж
业
核
心
课
程
时
序
关
系
合
理

教̕
学
大

齐
全

教̕
学
大

的
目
标
明
确
ȁ
标
准
清

ȁ
要

求
έ
体
Ȃ

 

ж
业
核
心
课
程
时
序
关
系
存
在
一
定
程
度

的
偏
差

缺̕
2
-3

门
课
的
教
学
大

̕
教
学
大

的
质
量
一
般
Ȃ

 

2
. 

养
方

案
б
模
式

̂
0
.2

0
̃

 

2
.1

养
方

案
̂

0
.6
̃

 

2
.1

.2
课
程
体

系
̂

0
.8
̃

 

̂
2

ж̃
业
核
心
课

程
置
Ȃ
ж
业
核
心
课

程
时
序
关
系
合
理
̆
教

学
大

齐
全
ȁ
目
标
明

确
ȁ
标
准
清

ȁ
要
求

έ
体
Ȃ̂

0
.3

) 

考
察
要
点

 

1
、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的
设
置
及
时
序
关
系

 

2
、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的
教
学
大
纲

 

3
、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教
学
大
纲
的
目
标
、
标
准
及
要
求
。

 



 
̇
24
̇
 

评
֓
标
准

 
一
级
指
标

 
ү
级
指
标

 
ў
要
观
测
点

 
指
标
内
涵

 
A
级

 
C
级

 

实
践
教
学
占
ж
业
总
学
分̂

学
时

的̃
例

符
合

家
要
求

实̕
践
教
学

节
的

置
充
分
满

足
人
才

养
需
要

实̕
践
教
学
内
容

利
于

养

学
生
的
创
新
精
神
和
实
践
能
力
Ȃ

 

实
践
教
学
占
ж
业
总
学
分̂

学
时

的̃
例

本
达
到

家
要
求

实̕
践
教
学

节
的

置

本
满
足
人
才

养
需
要

实̕
践
教
学
内
容
支
撑
学

生
创
新
精
神
和
实
践
能
力

养
的
程
度
一
般
Ȃ

 
2
.1

养
方

案
̂

0
.6
̃

 

2
.1

.2
课
程
体

系
̂

0
.8
̃

 

̂
3

ў̃
要
实
践
教

学
节

置
Ȃ
实
验
ȁ

实
ȁ
实
习
ȁ
课
程

计
ȁ

业
综
合

等

实
践
教
学

节
置
合

理
行
Ȃ̂

0
.3

) 

考
察
要
点

 

1
、
实
践
教
学
环
节
的
设
置
及
占
专
业
总
学
分

学
时

的
比
例

 

2
、
实
践
教
学
环
节
的
设
置
满
足
人
才
培
养
需
要
的
情
况

 

3
、
实
践
教
学
内
容
对
培
养
学
生
创
新
精
神
和
实
践
能
力
的
作
用
。

 

构
建
了

利
于
实

ж
业

养
目
标
的
人

才
养
模
式

人̕
才

养
模
式

行
的
保
障
机
制

健
全
̕
实
施
效
果
明
显
Ȃ

 

本
构
建
了
ж
业
人
才

养
模
式

建̕
立
了

人
才

养
模
式

行
的
保
障
机
制

实̕
施
效
果
一

般
Ȃ

 
2
.2

.1
 
模
式
构

建
б
实
施

̂
0
.6
̃

 

ж
业
人
才

养
模

式
的

构
建

б
实

施
效

果
Ȃ

 

考
察
要
点

 

1
、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2
、
保
障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运
行
的
机
制

 

3
、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的
实
施
效
果
。

 

构
建
了
完
善
的
协

育
人
机
制
̕

进
协

育
人
的
措
施
έ
体
ȁ

行
协̕

育
人
的
实
施
效

果
明
显
Ȃ

 

本
构
建
了
协

育
人
机
制
̕

进
协

育

人
的
措
施

本
行

协̕
育
人
的
实
施
效
果
一

般
Ȃ

 

2
.

养
方

案
б
模
式

̂
0
.2

0
̃

 

2
.2

养
模

式
̂

0
.4
̃

 

2
.2

.2
 
协

育

人
̂

0
.4
̃

 

校
企
ȁ
校
地
ȁ
校

所
ȁ
校
校
ȁ
校
内
协

育
人
以
及

合
作
育

人
的
举
措
б
实
施
Ȃ

 

考
察
要
点

 

1
、
协
同
育
人
机
制
，
开
拓
和
利
用
校
内
外
资
源
的
情
况
以
及
具
体
的
协
同
育
人
项
目

内
容

 

2
、
推
进
协
同
育
人
的
具
体
措
施

 

3
、
国
际
合
作
育
人
的
情
况

 

4
、
协
同
育
人
的
实
施
效
果
。

 

各
ў
要
教
学

节
的
质
量
标
准
齐
全

建̕
立

的
质
量
标
准
科
学
ȁ

行
Ȃ

 

各
ў

要
教

学
节

的
质

量
标

准
存

在
一

定

程
度
缺
项
̕
建
立
的
质
量
标
准

本
行
Ȃ

 
5
.教

学
质

量
保
障

̂
0
.1

0
̃

 

5
.1
质
量
标

准
(0

.2
) 

5
.1

.1
教
学

节
质
量
标
准

(1
.0

) 

理
论
教
学
ȁ
实
验

̂
实

ȁ̃
实
习
ȁ
考
试
ȁ

课
程

计
ȁ

业
综
合

等
ў
要
教
学

节

的
质
量
标
准
齐
全
ȁ
合

理
Ȃ

 

考
察
要
点

 

1
、
体
现
本
专
业
特
点
的
各
主
要
教
学
环
节
质
量
标
准

 

2
、
质
量
标
准
的
科
学

和
可
行

。
 



 
̇
2附
̇
 

评
֓
标
准

 
一
级
指
标

 
ү
级
指
标

 
ў
要
观
测
点

 
指
标
内
涵

 
A
级

 
C
级

 

建
立

了
涵

盖
教

学
过

程
ў

要
节

的
常

态

质
量
监
测
机
制

定̕
期
开
展
质
量
监
测

依̆
据

靠
ȁ
数
据
翔
实

建̕
立
了
完
善
的
质
量
评
֓
机
制
̆

评
֓
科
学
ȁ
分
析
得
当
Ȃ

 

本
建
立
了
质
量
监

б
评
֓
机
制

ӑ
定

期
开
展
质
量
监
测

数̆
据
翔
实
程
度
一
般

开̕
展

了
质
量
评
֓
分
析
但
缺
Ѳ
经
常
性
Ȃ

 
5
.教

学
质

量
保
障

̂
0
.1

0
̃

 

5
.2
质
量
监

(0
.8

) 

5
.2

.1
质
量
监

测
б
评
֓

(0
.6

) 

对
各
教
学

节
的

质
量
进
行
定
期
监
测
̆

依
据

靠
ȁ
数
据
翔
实
Ȃ

依
据
质
量
标
准
和
质
量

监
测
结
果
对
各
ў
要
教

学
节
的
质
量
进
行
分

析
б
评
֓

评̆
֓
科
学
ȁ

分
析
得
当
Ȃ

 

考
察
要
点

 

1
、
涵
盖
教
学
过
程
主
要
环
节
的
常
态
质
量
监
测
机
制

 

2
、
质
量
监
测
的
依
据

 

3
、
质
量
评
价
机
制

 

4
、
常
态
监
测
和
质
量
评
估
信
息
统
计
分
析
的
情
况
。

 

完
善

的
信

息
馈

机
制

̆
信

息
馈

及

时
ȁ
准
确

持̕
续
改
进
的
机
制
完
善
ȁ
措
施
得
力
ȁ

方
法

效
̆
改
进
的
效
果
明
显
Ȃ

 

信
息

馈
机
制
̆

馈
的
效
果
一
般
̕

持
续
改
进
的
措
施
ȁ
方
法
̆
改
进
的
效
果
一
般
Ȃ

 
5
.教

学
质

量
保
障

̂
0
.1

0
̃

 

5
.2
质
量
监

(0
.8

) 

5
.2

.2
馈

б

改
进

(0
.4

) 

教
学
质
量

监
测

б

评
֓
信

息
馈
及
时

ȁ

准
确
̆

教
学
工
作
得

到

持
续
改
进
Ȃ

 

考
察
要
点

 

1
、
教
学
质
量
监
测
与
评
价
信
息
反
馈
机
制

 

2
、
持
续
改
进
教
学
工
作
的
措
施
与
方
法

 

3
、
教
学
工
作
持
续
改
进
的
效
果
。

 

学
生
树
立
了
正
确
的
政
治
观
点
ȁ
理
想
信
念

和
֓
值
观
念

思̆
想
Э
进

能̕
遵
纪
守
法
ȁ
诚
实

守
信
ȁ
ѳ
于
奉
献
̆

极
参
╗
Ὠ
益
活
动
和
社
会

实
践
活
动
Ȃ

 

学
生
的
政
治
观
点
ȁ
理
想
信
念
和
֓
值
观
念

本
正
确

Э̆
进
心

较
强

能̕
遵
守
法
纪
ȁ
诚

实
ѝ
人
̆
参
╗
一
些
Ὠ
益
活
动
和
社
会
实
践
活

动
Ȃ

 

6
.

养
效

果
̂

0
.2

5
 ̃

6
.1
思
想
道

德
̂

0
.2
̃

 

6
.1

.1
思
想
道

德
表

̂
1
.0

 ̃

学
生
树
立
了
正
确

的
思
想
政
治
意
识
̆

良
好
的
道
德
行
ѝ
Ȃ

 

考
察
要
点

 

1
、
学
生
提
交
入
党
申
请
书
和
党
员
发
展
情
况

 

2
、
学
生
参
加
公
益
活
动
情
况

 

3
、
学
生
参
加
社
会
实
践
活
动
情
况

 

4
、
学
生
中
涌
现
的
道
德
典
型
情
况

 

5
、
学
生
遵
纪
守
法
情
况
。

 

ж
业
特
色
鲜
明

育̆
人
效
果
显
著

特̕
色

一
定
的
稳
定
性
并
得
到
Ὠ
认
Ȃ

 

ж
业
特
色
а
够
明
显

Ὠ̆
认
度
一
般

实̆
施

效
果
一
般
Ȃ

 
7
.

╗
项

目
(0

.0
5
) 

7
.1
ж
业
特

色
(1

.0
) 

7
.1

.1
ж

业
特

色
(1

.0
) 

本
ж
业
在

人
才

养
过
程

中
所
形
成
的

育

人
工
作
特
色
Ȃ

 

考
察
要
点

 

专
业
特
色
主
要
指
在
人
才
培
养
过
程
中
所
形
成
的
育
人
工
作
特
色
，
如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创
新
、

课
程
体
系
改
革
、
教
学
方
法
与
手
段
创
新
，
实
践
能
力
培
养
、
校
企
合
作
育
人
方
面
的
工
作
特
色
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