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十个主要特征

评估性质上来看高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属于事实

判断，即通过评估对学校教学工作状况进行总体事实描述。

充分尊重和发扬学校的主体性，建立“用自己的尺子量自己”

的理念。重点考察学校“四个度”，即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

求的适应度；领导精力、经费投入、教师和教学资源对学校

人才培养的保障度；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效度；学生和用

人单位的满意度。审核评估关注的重点是:学校主体、学生发

展、质量保障。审核评估的特征不是达标，而是审核学校对

质量保障程度的科学性、合理性。

一、重在审核，不是评价

审核评估，也可以称评审、审计评价，其性质是事实判

断，而不是价值判断。重点评审学校办学“四个度”的科学性、

合理性，对学校工作的做法持中立态度，淡化结论，体现了

以学校为本的理念，这是评估理念和方式的重大突破。

二、重在审核范围，不设指定标准

审核评估方案取消了过去一直沿用的“指标体系”称谓，

改为“审核评估范围”，意图是增加评估方案弹性和客观中立

性，不设统一达到的指定标准。既反映了主管部门的质量意

识，更鼓励学校围绕评估范围实施自设的办学定位、师资和

资源保障、培养过程，学生发展、质量保障、特色建设等办



学过程。

三、重在引导，不设限定性要求

审核评估方案增设“评估引导性问题”，围绕学校“在做什

么?在如何做?效果如何?问题如何?如何改进?”五个方面的问

题展开。既包括近三年定性内容，也包括定量数据。引导性

问题起引领作用，反映了主管部门关注的重点，不具有限定

性，为学校自主发展、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四、重在学校主体，弱化主管部门的地位

审核评估的责任主体是学校，让学校评估从被动客体地

位转变为主体，使主管部门失去评估主体地位。关注点是“我

要评”，即学校主动提出申请，而不是主管部门计划安排，这

是评估方式方法的重大改变。

五、重在学生发展，不是管好学生

在审核评估方案中突出“学生发展”，体现了以学生为本

的理念，体现了以“学”为中心，“学”指学生本人和学习情况。

从往常方案中强调对学生管理转变为对学生指导与服务，注

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发挥，注重学生从入学、学习过程、学习

效果直至就业对学校满意度的评价以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

的评价。

六、重在服务，弱化行政管理

在审核评估方案中没有设立“教育教学管理”的内容，而

突出了对师资发展、学生发展的服务组织、服务措施、服务



状况。体现了“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将管理的内涵融入服

务中，在服务中体现管理。从而弱化了学校的行政管理职能，

强化学术管理职能。

七、重在质量保障，形成有效的质量保障体系

在审核评估方案中，强调对师资队伍、教学资源、教学

改革、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保障状况，学校采取的措施及效

果。强调在这些方面规划、计划的落实，而不是规划、计划

做得如何完美，特别强调建立适合学校校情的质量标准、组

织、流程、机制，形成闭环的保障体系且运行有效。

八、重在效果，提高满意度

方案强调“有效性”，突出学校教育教学全过程运行有效，

效果鲜明，在校生满意度高，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度高。

九、重在完善，促进学校内涵发展

审核评估工作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

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方针。审核评估的目的是为了学校评审

后的反思、借鉴和提升。完善学校教学质量保障的运行机制，

推动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学校内涵发展，提高质量，

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贡献。

十、重在举证，防止空谈

审核评估重在实证性，学校应拿出工作实例、保障措施、

实施情况，以举证说明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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