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格评估
迎评准备中的

“三条线”

为切实推进高等教育质量

保障体系建设，全面提高本科

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教

育部 2011 年起对高校进行本

科教学合格评估工作，并于

2018 年对部分评估指标进行

了调整，以进一步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实现高等教育内

涵式发展。

2022 年 2 月 25 日，麦可思

研究举办“合格评估迎评准备

概要”主题会议，特别邀请山

东交通学院质量管理办公室主

任李景芝教授进行线上讲座，

围绕合格评估迎评准备的相关

要求、评估经验作了分享。

讲座中，李景芝教授对合

格评估指导方针、理念、评估

内容进行了解读，对合格评估指标体系进行了简单梳

理，并将迎评的准备工作划分为五条基本线——数据

支撑线、观测点合格线、材料过硬线、访谈形象线、

参观展示线，详细介绍了各条基本线对应的建设原则

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本文将摘取与数据、材料准备相

关的“三条线”内容与广大读者分享。

●构建“数据支撑线”

专家入校前，要首先通过阅读评估中心基于学校

提交的数据库而出具的教学状态数据分析报告，发现

学校教学工作的亮点，现场验证是否属实；同时也要

找出数据之间的疑点和异点，以便现场访谈时验证。

最近几年，评估工作中对数据的重视提升到了一

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需要引起各校高度关注。在 15

项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支撑材料清单中，绝大多数

都直接或间接指向数据。在填报状态数据库时，我个

人的工作体会总结起来是 32 个字：组织得力，分工

明确；解读深入，培训到位；填报及时，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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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芝教授将合格评估迎评准备总结为五条基本线——

数据支撑线、观测点合格线、材料过硬线、访谈形象线、

参观展示线。每条线对应的工作原则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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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关严格，佐证有效。

要实现这些目标，有三个

成功的经验：一是工作节点的

安排，要精确到某一天的某个

小时。二是遵循“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原则。

填报数据库有海量的表格和数

据。所谓自上而下，如学校的

办学定位、校领导的校内分工，

这些只能是自上而下填报。所

谓自下而上，如涉及具体教师、

学生工作的数据，则需要依据

自下而上的填报原则。简而言

之，谁负责填报，谁对数据的

真实性及能够形成佐证负责。

三是要分散采集，条块审核，

集中上传。学校多数职能部门

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有专人负

责填报，审核不同数据。

在填报数据时也有三项需

要密切关注。第一要注意师资，

它既要包括学校自有教师（含

思政教师），也要包括外聘教

师和辅导员队伍。现在辅导

员要求生师比 1 ∶ 200，思政

教师生师比 1 ∶ 350。总体来

说，多数院校折合生师比不能

超过 1 ∶ 22，这是底线。第

二要注意教学日常运行经费，

有两条红线要守住：生均不低

于 1200 元，占比不能低于经

常性事业费拨款和学费收入两

项之和的 13%。注意这两条线

必须都要达到。第三要注意教

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多数学校，

比如综合型、理工类高校都属

于生均不应低于 5000 元。

另外在填报时，也可以借用第三方资源。一些第

三方机构所做的部分分析，其广度、深度、可信度，

学校自身较难做到，值得借用。比如麦可思在为一所

学校做的报告中，在分析一个专业建设情况时，通过

分析生源特征中新生对专业的认可度及首选专业的比

例，哪些专业吸引力更大便一目了然。在专业与课程

建设中，通过分析各专业核心课程重要度与满足度，

了解哪些专业属于优势专业，哪些专业存在定位问题，

哪些专业存在培养问题，需要针对性改进。再比如学

生中期发展分析指标，基本上是对毕业生毕业三到五

年后职业发展的反馈，以及对母校培养、服务的评价。

这些指标体系也对应了评估的指标体系，如学校办学

定位、培养目标、专业目标，学校可直接引用。

●达标“观测点合格线”

合格评估有 40 个观测点（公办学校 39 个）。我

个人观点是，39+1 个观测点要分部门逐一评建。每

个观测点都应该有且仅有一个部门牵头。如果因为学

校的分工问题，“图书资料和校园网建设与利用”观

测点可以由图书馆和网管中心两个部门牵头。但同时

我也认为，没有任何一个观测点可以由一个部门独自

完成评建，而是应该由部门牵头，集合全校力量把它

评建得达标、出彩。

另外，每个观测点争取都要达标。容易达标的观

测点争取体现出特色与亮点。距离达标要求有距离的

观测点争取达标。最后，初步形成装盒的支撑材料。

而且学校所主张的每一项成效都应该有数据或其他材

料予以支撑。

举个例子，在教学经费投入方面，合格标准是“教

学经费投入较好地满足人才培养需要。其中，教学日

常运行支出占经常性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拨款（205 类教

育拨款扣除专项拨款）与学费收入之和的比例≥ 13%。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1200 元人民币，且应随着教

育事业经费的增长而逐步增长”。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第一层：经费投入满足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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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第二层：支出占比大于

13%，生均支出大于 1200 元。

第三层：增长。也就是说光凭

两个数字是不够的。那么怎样

对教学日常运行支出进行宏观

判断？梳理后可总结为三个要

点：第一，属于教学、教辅部

门发生的经费；第二，属于日

常运行性的经费，而不属于建

设性的经费；第三，基本不能

算人员装入腰包的经费开支，比

如教师的超课时费、外聘教师的

工资、辅导员津贴等均不应该计

入。要注意，有一小部分还是可

以计入的，比如外聘专家的讲座

费、咨询费，以及与教学直接相

关的小额劳务费，关键要看费用

发生的去向是什么。

●保障“材料过硬线”

我把各类材料分成 A、B、

C 三类。A 类包括自评报告、

数据分析报告、校长报告。这

是每个专家都要逐字逐句阅读

或倾听的材料。

B 类材料又分为三类：一

是评估规定的各种材料，如专

家手册、课程表、试卷目录、

论文目录、培养方案、教学管

理制度、专任（外聘）教师名

册、实习基地目录、在校生名

册等，这些都属于专家的案头、

支撑材料。第二类是展示性材

料，比如学校宣传片、校领导

发表的教育教研的论文或著作

等亮点与特色材料。第三类就

是观测点的支撑材料，39 或 40 个观测点装盒，放在

专家工作室，便于专家翻阅验证。

C 类材料属于过程形成性材料，包括教学大纲、

试卷、论文、日常工作记录或档案。

以自评报告为例，它是参评学校自建自评工作的

总结。专家通过阅读找出学校教学工作的亮点与不足，

现场考察时验证。在自评报告资料的准备中建议学校

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学校各项建设、管理成效必须在院部得到

体现；

（2）各观测点都要与部门和院部有关。

（3）自评报告一般不能超过 4 万字。其中，论

述学校存在问题的篇幅，不得少于 1/3。

（4）自评报告初稿应由职能部门完成，内容和

佐证材料主要来自教学单位，而通稿应由材料组的成

员集中完成。

（5）自评报告支撑材料要由各部门确定目录并

收集整理，需从部门和院系抽调材料。

在材料使用中，有一些问题需要避免出现。一

是材料所用数据与数据库矛盾；二是自评报告中的

数据前后矛盾；三是报告前部分列举的成绩，在后

文存在问题部分仍被提出；四是列举的主要成绩没

有足够的材料作为支撑；五是报告撰写文字功夫不

佳或过度修饰。

在支撑材料准备方面，学校还要坚持以下四个原

则：素材真实、佐证有效、拾遗补缺、严禁造假。尤

其是“严禁造假”，国务院督导局对材料造假可以说

是深恶痛绝。

在支撑材料准备方法方面，建议由评建办提供统

一格式，要求提供现成的“三级佐证”材料。一级材

料在评建办，二级材料在职能部门，三级材料在系院。

牵头评建指标的职能部门各负其责。评建办负责指导、

检查。限期改正不合格材料。

注：本文整理自《合格评估迎评准备概要》，小标题

为编辑自拟。

编辑 | 麦可思 郭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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