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指标解读（七）

7.教学质量

二级指标：7.1 德育；7.2 专业知识和能力；7.3 体育

美育；7.4 校内外评价；7.5 就业

7.1 德育

主要观测点：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品德

7.1.1 思想政治教育

基本要求：学校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丰富思想政治

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较强，学生

比较满意，评价较高。

评估中心解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

任务，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

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增强针对性和提高实效。本观测点

主要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和满意度。

专家解读：思想道德教育主要考察学校是否重视学生思

想道德教育，积极开展教学改革，提高思想政治类课程教学

效果，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民族团结教育方面成效显著，

培养了学生热爱祖国，勇于奉献，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良

好品质。学生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学生参

与社会公益活动的积极性以及所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学校

思想政治工作要贯彻“三进”方针（进教材、进课堂、进大

学生头脑），要形成教育体系，构建长效机制。

李志宏解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目前教育改革的重

点和难点，强调形式多样、针对性和实效性。(纲要第 4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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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纲要第 4 条：

战略主题。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

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

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

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

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

的实践能力。

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

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教育，

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理想信

念教育和道德教育，坚定学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

制度的信念和信心；加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培养学生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良好

品质。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

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加强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

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

方面。切实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构建大中小学有效衔接的德育体系，创新德

育形式，丰富德育内容，不断提高德育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



力，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辅导员、班主任

队伍建设。

坚持能力为重。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

力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

会做人做事，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开创美好未来。

坚持全面发展。全面加强和改进德育、智育、体育、美

育。坚持文化知识学习与思想品德修养的统一、理论学习与

社会实践的统一、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加强体育，

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确保学生体育课程和课余活动时

间，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加强美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

美情趣和人文素养。加强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热

爱劳动人民的情感。重视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国防教育、

可持续发展教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有机融合，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学生的评价是检验效果的根本依据。

7.1.2 思想品德

基本要求：学生展现出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表现出服

务国家和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具有团结互助、

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良好品质，学生能积极参

与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



评估中心解读：观测点主要考察学校是否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有关文件的各项规定，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勇于奉献，

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良好品质。学生具有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学生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积极性以及所表

现出的社会责任感。

专家解读：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时代要求当

代大学生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初步掌握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具有初步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树立社会主义信

念、牢固树立热爱祖国、振兴中华民族的使命感；培养探索

精神、创新思维、崇尚真知、追求真理的恒心和毅力；培养

诚信守法、团结合作精神。

道德素质是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进行价值判断、行为选择、

处理与他人利益关系的内在枢纽，当代大学生要有高尚的道

德情操和良好的修养。

文化素质的内容是广泛的、多方面的，它是需要长期的

培养和熏陶的。文化素质教育要开设以人文科学为主要内容

的课程、讲座和开展相应的活动，同时要营造校园文化，形

成浓郁的人文教育的氛围。人文教育除了讲座和选修课外，

要有相应的校园文化。要重视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养成。注

意学生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

李志宏解读：★主要是认真贯彻中央 16 号文件的各项

规定；★学校可以自己举证。

7.2 专业知识和能力



主要观测点：专业基本理论与技能；专业能力。

考察时要了解学校对学生的知识结构、能力培养的总体

设计，了解课程开设情况、学校的文化科技氛围，学生的实

际状况和所反映的实际水平。

7.2.1 专业基本理论与技能

基本要求：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学生掌握了专业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评估中心解读：专业基本理论和技能主要考察学生对专

业基本理论和技能的掌握与应用能力。

专家解读：该指标是要看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基本理论与

基本技能培养的现状、实际水平，判断学生的学习质量、基

本素质和进一步学习、发展的基础。考察时，要了解学校对

学生的知识、能力结构（培养方案）的要求，主要课程的教

学大纲，了解选修课程、学校的文化科技氛围。在此基础上，

通过学生在校学习的成绩、试卷质量、评分标准（进行考试

改革，严格考试管理、严肃考场纪律、严格评分标准为前提）；

在横向可比较的考试与竞赛中的成绩、专家组考察结果等考

察学生的实际水平和学生在校期间学习质量提高程度。

李志宏解读：★专业培养方案是主要依据；★考察教学

过程和效果（试卷水平、论文质量与实践环节等）的符合度。

7.2.1 专业能力

基本要求：具备了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能力。

评估中心解读：专业能力是指学生从事所学专业相关工

作的基本能力。



专家解读：学校要根据培养方案、培养目标和专业、行

业、社会技能要求，切实培养、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构建所

需基本技能要点，在教育教学中付诸实施，效果优良。

李志宏解读：★通过专业认证及评估情况、学生专业类

获奖、职业资格证书获取、毕业设计质量以及就业面向等方

面，验证与专业培养目标的符合度。

7.3 体育美育

主要观测点：体育和美育

基本要求：《国家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率达 85%，

学生身心健康。开设了艺术教育课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

评估中心解读：体育按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实施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通知（教体艺[2007]8 号），

测试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率为 85%及以上。学校群众性

体育活动普遍开展，学生有良好的锻炼习惯，学生身心健康。

美育的考察要点为：学校开设了艺术教育的相关课程，并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性艺术活动。学生在这些课程和活动中，

受到了艺术熏陶，养成了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

专家解读：按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实施《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的通知（教体艺[2007]8 号），测试大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率为 85%以上。体育除考察《大学生健

康标准》合格率外，还要看学校开展群体性体育活动和竞技

体育的情况。学校在公共课、选修课等课程设置中，开设有

艺术教育课程，或者开设了全院性艺术教育专家学者讲座，



学生参与程度较高。同时学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性艺术

活动，这些活动富有时代性、艺术性、审美性，注重培养学

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效果较好。

李志宏解读：体育教育的方式可以因校制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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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校内外评价

主要观测点：师生评价；社会评价

7.4.1 师生评价

基本要求：学生对教学工作及教学效果比较满意，评价

较好；教师对学校教学工作和学生学习状况比较满意。

评估中心解读：师生评价在考察中主要通过走访、座谈、

问卷调查或与师生的随机交流，了解师生对教学和教学管理

工作的感受与评价，重在评判师生员工对教学工作的满意度。

专家解读：以访谈方式进行。主要考察师生对学科布局、

专业结构与设置、本科教学、教学基本建设、教学基本条件、

队伍建设、教学管理、教学水平、教学质量、质量监控、课

程教学与改革、课堂教学质量、考核评价方式与效果、教师

待遇、人才培养方案等设计本科教学工作的满意度。还要看

以上层面有否开展切实有效的校内评估，有否形成建设与发

展的长效机制。

李志宏解读：★注意学生评教方法的科学性和效果的有

效性。★教师对学风和学习质量的评价会更客观。



★学生评价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学校应针对这些评价

内容着手开展工作：

（1）各职能部门服务人才培养情况好，师生基本满意

（1.2)；

（2）教师教学效果好，学生基本满意（2.2）；

（3）校园文化活动，学生评价较好（6.1）；

（4）学生服务的各项内容，学生比较满意（6.2）；

（5）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强，学生评价较高（7.1）；

（6）学生对学校教学工作比较满意，评价较好（7.4）；

（7）毕业生对学校教学工作和就业工作认可度较高

（7.4）。

7.4.2 社会评价

基本要求：学校声誉较好，学生报到率较高；毕业生对

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认可度较高，评价较好；用人单位对毕业

生满意度较高。

评估中心解读：社会评价主要指社会对学校的办学水平

和人才质量的评价，反映在社会对该校人才的需求。可以通

过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与当地的控制线的差异、第一志愿录取

率、新生报到率，用人单位、家长、校友等对该校毕业生的

反映，尤其要重视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

专家解读：主要指社会对学校的办学水平和人才质量的

评价，反映在社会对该校人才的需求方面。可以通过学校的

录取分数线与当地的控制线的差异、第一志愿录取率、新生



报到率，用人单位、家长、校友等对该校毕业生的反映，尤

其要重视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

李志宏解读：★录取分、报到率、第一志愿率、高年级

学生的认可度、校友、家长……；★学校应主动经常到用人

单位去调查。

7.5 就业

主要观测点：就业率；就业质量

7.5.1 就业率

基本要求：应届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达到本地区高校平

均水平。

评估中心解读：就业率在考察中一是看应届学生的初次

就业率是否能达到本地区高校平均水平（初次就业率统计到

毕业当年 8 月 31 日前，计算就业率分母应该是当年获得毕

业证的学生人数）。二是看学校促进学生就业的措施以及效

果。

专家解读：着重考察学校在就业方面的工作，采取什么

措施，取得什么效果。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70%，年底就

业率可作参考。

李志宏解读：★学校促进学生就业的措施以及效果；★

本地区高校=本科高校+高职院校

7.5.2 就业质量

基本要求：就业面向符合学校培养目标要求，毕业生就

业岗位与所学专业相关性较高，就业岗位适应性较强，有良

好的发展机会。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对就业工作的满意度较高。



评估中心解读：就业质量是合格评估提出的新要求，主

要考察毕业生的就业岗位与培养目标的符合度、与所学专业

的相关性，毕业生对就业岗位的适应能力以及发展潜力等。

同时了解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对就业工作的满意度。

专家解读：主要看应届毕业生就业去向、岗位分布。

李志宏解读：★多数学生就业面向与培养目标的符合度；

★毕业生的自我评价，专业相关性主要取决于毕业生的评价；

★毕业生就业方式的分布；★用人单位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