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指标解读（六）

6.学风建设与学生指导

二级指标：6.1 学风建设；6.2 指导与服务

教学以学生为主体，为了体现人本教育理念，考虑到新建

本科高校的生源特点，合格评估指标体系突出了学风建设，

强化了对学生的服务与指导。

6.1 学风建设

主要观测点：政策与措施；学习氛围；校园文化活动

6.1.1 政策与措施

基本要求：有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政策与措施，开展了

行之有效的学风建设活动。

评估中心解读：学校要有加强学风建设和调动学生学习积

极性的规章制度与具体措施，有明确的目标和具体内容，有

组织保证和经费支持。行之有效是指通过审阅材料和实地考

察，证明多数学生学习主动，勤奋进取。

专家解读：学校要制定政策、采取措施规范学生行为，调

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使学生把主要精力投入学

习生活，树立良好的学风。学生要以学为主，勤奋刻苦。学

校要大力开展学风建设活动，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



李志宏解读：多数学生学习积极性是如何调动的？这是检

验政策与措施的主要依据。(注：李志宏，教育部评估专家、

原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副主任)

6.1.2 学习氛围

基本要求：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学生学习主动、奋发

向上，自觉遵守校纪校规，考风考纪良好。

评估中心解读：学校应该通过各种措施，提供条件，为学

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感染，熏陶，激励学生热爱祖国，勤

奋学习，诚实守信，自觉遵守校规校纪。

专家解读：学习氛围是学生在校学习生活过程中，所表现

出来的精神面貌，是学生在校园中，经过长期教育和影响逐

步形成的行为风尚。学习氛围是一种无形力量，它通过潜移

默化的作用方式，对人才培养质量起着重要作用。学校的学

习氛围主要体现在：（1）校园氛围。校园环境和校园文化；

（2）学生管理。完整的管理体系，完善的规章制度，规范

的日常管理；（3）教育载体。丰富多彩的科技活动，课外

实践等；（4）形象表现。氛围的营造可以是对校园文化建

设效果的直观感受，也可以是从考察学生自觉遵守校纪校规

和良好的考风考纪中体现出来。

判断是否达到“自觉遵守校纪校规，考风考纪良好”的标

准是看学生工作体系、规章制度、日常管理，学校进行这方



面的教育活动和效果，学校的有关资料，以及专家组的实地

考察情况。

李志宏解读：★学风可以在课堂教学、实验实习、自习、

毕业论文（设计）、考风考纪等环节体现出来；★客观分析

考试违纪处理情况。

6.1.3 校园文化活动

基本要求：积极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指导学生社团建设与

发展，搭建了学生课外科技及文体活动平台，措施具体，学

生参与面广泛，对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学生

评价较好。

评估中心解读：校园文化活动涵盖课外科技活动和课外文

体活动。课外科技活动：学校要有激励学生参加课外科技活

动的活动平台和具体措施，学生科技活动要有组织保障．有

计划、有场地和经费保障；分析学生参与面时，应以较长时

间、系统地参加其中一项或几项的人数计入，这一人数约占

当年学生总数的 40%左右时，可视为学生参与面较广。课外

文体活动：指学校在课外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目的组织的

各项文化体育活动。学生社团活动是科技活动和文体活动的

重要载体，专家要了解各种学生社团组织是否活跃以及对学

生综合素质提高所起的作用。

专家解读：学校要注意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有机结合，

第二课堂要贴近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搭建了学生课外科技活



动平台，鼓励开展与学科专业联系紧密、有利于培养学生创

新能力的各类科技创新活动，以提高大学生多方面能力和扩

展学生专业知识为目标。参加课外科技活动的人数是指以提

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拓宽专业知识为目的的各项

科技活动的参加人数。统计时，应以较长时间、系统地参加

的人数计入，这个人数占学生总数的一半左右，可认为“人

数多”。有一定数量反映效果的研究论文、科技成果、竞赛

获奖证书、先进事迹报告等，可认为“效果好”。

重视开展富有时代特点、体现学校特色的文化艺术活动，

丰富校园生活，活跃校园文化。参加课外文化、艺术、体育

活动的人数是指以提高综合素质和拓宽专业知识为目的的

各项文体活动的参加人数。统计时，应以较长时间、系统地

参加的人数计入，这个人数占学生总数的一半左右，可认为

“人数多”。有一定数量反映效果的研究论文、文艺作品、

展演展出、竞赛获奖证书、先进事迹报告等，可认为“效果

好”。

李志宏解读：第二课堂的内容是否丰富多彩，学生参与面

是否广泛也是学风的体现。

6.2 指导与服务

主要观测点：组织保障；学生服务

6.2.1 组织保障



基本要求：每个班级配有兼职班主任或指导教师；按师生

比不低于 1：200 的比例设置一线专职辅导员岗位；专职就

业指导教师和专职工作人员与应届毕业生的比例要保持不

低于 1：500；按师生比不低于 1：5000 的比例配备专职从事

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且不少于 2 名，并设置了相关机构；

有调动教师参与学生指导工作的政策与措施，形成教师与

学生交流沟通机制。

评估中心解读：组织保障主要考察学校学生管理工作体系

建设情况、学生管理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学生工作队伍建

设是否达到国家规定要求，是否制订了调动教师参与学生指

导工作的措施，效果如何。

专家解读：学校有专门的学生工作队伍和机构，职责明确，

能有效开展工作；有调动教师参与学生指导工作的政策与措

施，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构建和形成教师

与学生交流沟通的平台和机制；多方位、多层面加强对学生

的指导，如学习、生活、活动、竞赛、实习实训、毕业论文

（设计）心理、就业、考研等，大多数教师积极参与，对提

高学生综合素质，体现“育人为本”、“学生为本”，效果

显著。

李志宏解读：★足额配备班主任和辅导员是基本要求；★

教师应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

6.2.2 学生服务



基本要求：开展了大学生学习指导、职业生涯规划指导、

创业教育指导、就业指导与服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心理健康咨询等服务，学生比较满意；

有跟踪调查毕业生发展情况的制度。

评估中心解读：学生服务主要考察学生学习指导、职业生

涯规划指导、创业教育指导、就业指导、心理健康咨询、特

困生资助等服务机构与服务质量，了解学生的满意程度。学

校要建立毕业生跟踪调查机制，通过毕业生跟踪调查，了解

人才培养质量，促进专业调整和教学改革。

专家解读：牢固树立“育人意识、服务意识、发展意识”，

在有关机构的组建基础上，切实开展服务学生、关爱学生活

动，如开展大学生学习指导、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创业教育

指导、就业指导、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心理健康咨询等

服务，服务学生求知求学，服务学生成长成才。有专门机构

负责跟踪调查毕业生发展情况，并根据调研情况调适服务方

向与服务措施，培养服务能力。

李志宏解读：优质的指导和服务体现了学生为本的思想，

也可以弥补生源质量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