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审核评估面面观之二 

审核评估的内涵实质和考察方式 

一、审核评估的基本依据和内涵实质 

1.审核评估的基本依据 

审核评估的基本依据是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方案”，该方案由“审核评估实施办 

法”和“审核评估范围”两部分组成，前者全面描述了审核 

评估的指导思想及总体要求、对象及条件、范围及重点、组 

织与管理、程序与任务、纪律与监督，是学校自评自建和专 

家组进校考察的主要依据；后者涵盖了审核评估的项目、要 

素和要点，以定性描述为主，是学校自评自建和专家组进校 

考察的重要指南。 

审核评估范围设计为三个层次，即审核项目、审核要素 

和审核要点，涵盖了人才培养和质量保障的各个环节。第一 

层次包含 6 个审核项目，即定位与目标、师资队伍、教学资 

源、培养过程、学生发展、质量保障，另外还有 1 个自选特 

色项目，学校可以自行选择作为补充项目；第二层次包含 24 

个审核要素，体现了对 6个审核项目的目标要求；第三层次 

包含 64 个审核要点，是对 24 个审核要素的具体阐释。在设 

计审核项目以及审核要素和要点时，更加重视高校教学资源 

使用效益、学生学习效果和人才培养成效、内部教学质量监 

控和保障体系的有效性等方面的审核。 

2.审核评估的内涵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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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符合度。即审核学校 

确定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 

合度，可以从办学定位、培养目标、教学中心地位、政策措 

施等相关审核要素和要点中得以体现。第二，资源条件与培 

养目标之间的符合度。即审核学校人力资源和教学资源对实 

现人才培养目标的保障度，可以从师资 队伍数量结构与水 

平、教学经费与教学设施、专业与课程建设、课堂教学与实 

践教学、社会资源、学生指导与服务、校风学风等相关审核 

要素和要点中得以体现。第三，质量保障与培养目标之间的 

符合度。即审核学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对监控人才培养 

过程的有效度，可以从质量监控与保证体系建设、教学管理 

队伍、教学改革、质量改进等相关审核要素和要点中得以体 

现。第四，培养效果与培养目标之间的符合度。即审核学生 

和社会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效果的满意度，可以从学习 

效果、学生发展、招生与就业、社会评价等相关审核要素和 

要点中得以体现。 

审核评估方案的设计思想体现了三个重要导向:引导高 

等学校更新教育观念，坚持以学生为本，集中精力抓好人才 

培养和教学工作；引导高等学校科学定位，多样化发展，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办出特色、形成优势；尊重高校办学自主 

权，强化高校质量建设和监控的主体地位，激发高校人才培 

养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审核评估的目的是引导学校依据自己的办学定位，设定 

适合的人才培养目标和相应的质量标准，深化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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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学改革，培养符合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 

质人才。审核的重点是学校通过什么样的质量保障体系来实 

现自己确定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程度如何，即 

审核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机制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以及为达到 

质量标准而采取的改革建设举措、政策措施和取得的实际效 

果。学校要提供基于数据和事实的证据，证明人才培养各个 

环节目标的实现情况及其与学校所确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 

质量标准的吻合程度。 

四、审核评估的程序与考察方式 

1.审核评估的程序与主要环节 

学校自评。参评学校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 

审核评估方案”，深入研究审核评估项目的内涵，明晰各个 

审核要素和要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结合上一轮本科教学 

工作水平评估的整改情况和学校改革发展的实际进行统筹 

规划，加强改革建设，开展自我审核。按要求填报本科教学 

基本状态数据，准备评建工作材料，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评 

报告》。 

专家进校考察。实施审核评估的机构对学校提供的本科 

教学基本状态数据进行分析，形成《教学状态数据分析报 

告》。审核评估专家在审阅参评学校《自评报告》及《教学 

状态数据分析报告》的基础上，进校进行实地考察，对学校 

人才培养和教学工作做出评价，进行意见反馈，并在离校后 

形成《审核评估报告》。 

专家委员会审议。实施审核评估的机构按年度将参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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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审核评估情况形成总结报告，报送相关教育主管部门；教 

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专家委员会对各校审核评估情况进行审 

议，发布参评学校的审核评估报告。 

学校整改。学校对专家反馈会上的专家意见和建议进行 

及时整理分析，在接到专家审核评估报告后，根据专家组审 

核意见，结合本校实际制定整改方案，部署落实整改任务， 

并形成整改工作报告，报送上级教育主管部门。 

2.专家进校考察方式及内容 

与上一轮评估不同，专家组进校考察时并不是按审核项 

目进行分组和分工，而是强调专家个人的全面考察和独立判 

断。考察方式及内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听：听取有 

关工作汇报，以及不同类型的课程等；看：视察校容校貌、 

教学条件及生活设施、学生课内外活动等；核：审核学校提 

供的有关信息和统计数据的完备性和可靠性；查：查阅学校 

提供的有关教学档案、支撑材料、试卷、毕业论文(设计)等； 

访：走访院系和职能部门、校内外教学实习实践基地、毕业 

生用人单位等； 谈：对有关教师和管理人员进行深度访谈， 

召开不同专题、不同对象的座谈会等；品：感受、品味学校 

的传统、校风学风、育人氛围和校园文化等；评：评价学校 

的 教学状态和教学效果，提出反馈意见和建议等。 

(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14（6）：钟秉林，遵循规律平稳开 

展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