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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机制，使评估数据更客观，更具有公信力与可比性。

可以看到在人才全球化的大势中，我国建评的方式逐渐

与国际接轨，评估重心也慢慢由“教”转向“学”，由教育资

源投入转向培养质量产出，由教师为评价主体侧重为学生为评

价主体，如《就业质量年报》的计分卡中就采用学生评价的“母

校满意度”“就业满意度”两项指标。随着 2015 年中国即将

通过《华盛顿协议》成员国的正式审核，国际先进教育评估的

数据举证和持续改进的思想也对高教建评有着深刻的影响，我

国工程教育认证与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中都强调完整的数据和资

料并举的证据链条，要求全体学生都参与评估并用培养全过程

的跟踪评价来证明培养目标的达成，以及将“全过程评价”落

实为定期、常态化、长效化的质量监督机制。

看高教“数据建评”
文 | 麦可思 夏祎辰

大学的建设和评估（以下简称建评），从来都离不开

数据的支撑。十余年来，我国高教的建评工作在探索与发展

中不断更新对评估的理解，寻找评估中最有效的数据支撑。

纵观我国高教的建评工作历程，从2002年教育部发布《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到 2013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方案》的开展，学

校建设的评估方式由对标准的 ABC 三级评分发展到了通过网

上填报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形成《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分

析报告》，详细的状态数据逐渐取代了笼统的评价分值；从

2006 年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试点启动到 2013 年成为国际工

程教育资格互认体系《华盛顿协议》的准会员，专业建设的评

估方式由硬件设施、师资力量的资料列举，发展到“以学生为

中心、以成果为导向”“持续改进机制”等数据与资料举证链

条的丰富和完整，学生、教师的主观评价与培养过程评价已成

为比硬件评估更有力的判断依据；2013 年教育部《关于编制

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提到“有条件的地

方可委托第三方评价，通过多种有效方式，进一步促进高校人

才培养、社会需求和就业的良性互动”，提出应采用第三方评

高教“数据建评”的发展趋势

用有效的数据支撑“五位一体”建评

“五位一体”新理念中的“五位”是自我评估、教学状

态常态监测、院校评估、专业认证与评估、国际评估五种评

估的基本形式，其中自我评估与教学状态常态监测由学校自

身来完成；院校评估分为合格评估与审核评估，和专业评估

一起均由职能部门开展；专业认证与国际评估则由相关的行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国际经验与中国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014 年

9 月 23 日在北京举行，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主任吴岩阐述了中国特色“五位一体”评

估制度的新理念，并提出了“五个度”的质量标准，充分体现了十余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建评工作

不断实践探索获得的新成果，标志着中国大学“数据建评”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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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会或国际机构进行。评估目前分别由学校、教师、专家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遵

循着“一体”的核心思想，即“以学生发展为本位”“学生和用户满意度”“强化质

量保证体系”的理念，提出具有“国际实质等效”的一级指标项。院校评估、专业认

证与评估、国际评估的一级指标项可以归纳为六大方面，如表 1 所示。

合作等素养的提升情况等。

在师资和条件的支撑度上，第

三方评价关注在校生对每位教师的

授课效果满意度，认为各类教学材

料、教学方法的帮助度，对本校各

项教学设施的评分，对教师激发学

生学习热情效果的评价，对要求预

习和复习、重视出勤考评、提供课

后辅导答疑、提供案例或事例讨论、

重视学生参与等具体的教师行为进

行反馈，并对每一门课程的考核方

法、考核内容对重点知识的覆盖度

进行评价。

在质量保障运行的有效度上，

第三方评价关注参与教学评价的课

程、教师与学生的数目和比例，对

教学目标达成、教学内容与教学效

果进行评价与反馈。在社会需求的

适应度与学生满意度上，第三方评

价关注在校生参与专业认知教育、

职业前瞻教育、职业规划指导、就

业指导的情况、对指导效果的评价，

以及各学年的职业期待错位率及趋

势，毕业落实情况，签约月收入，

职业、行业去向等。

评价学校的培养过程与培养结

果离不开学生的态度和声音，将以

学生评价为主的第三方评价纳入常

规评价中，与官方评价互为补充，

学校的建评工作才能获得最有效

的数据支撑。因此，构建针对每个

学年特点的全过程观测体系，建立

并实施动态的跟踪评价机制是高校

“数据建评”的大势所趋，中国高

校应当迎接并运用这股推力，评有

所改，建有所成。

表 1 院校评估、专业认证与评估、国际评估标准的一级指标项比较

评估项目 培养目标 教师 支持条件 课程教学 质量管理 学生

2011 年
教学工作
合格评估

办学
思路与

领导作用

教师
队伍

教学
条件

与利用

专业与
课程改革

质量
管理

学风建设
与学生指导、

教学质量

2013 年
教学工作
审核评估

定位
与目标

师资
队伍

教学
资源

培养
过程

质量
保障

学生
发展

2014 年江苏省
重点专业评估

（例）

人才培养
方案

师资
队伍
建设

实践
教学、

教学条件

教学改革
与建设 教学管理

人才质量
培养与

社会声誉

2014 年
土木专业

认证（例）
专业目标 师资

队伍 教学资源 教学过程 质量评价 学生发展

国际工程教
育认证 培养目标 师资

队伍 支持条件 课程体系 持续改进 学生、
毕业要求

同时，“五位一体”的一级标准项和其“五个度”的质量标准同样可以进行对应，

这即是说需要通过对“五个度”的评估，来反映六个一级标准项的建设情况，如表 2

所示，可以看到师资和条件的支撑度所占的比重降低了，学生的就业质量和对培养

结果的满意程度成为评估的重点。但是在传统的建评中，学校或职能部门的现有评

价多侧重于教师的数量和结构、课程的种类和课时、教学的软硬件等，缺乏基于过

程的进程式评价与基于结果的满意度评价，尤其是基于不同学年学生特定问题的“跟

踪式评价”。因此在选取指标的观测主体和观测点时，第三方评价与官方评价不同，

是由学生来作答，关注学生的在校体验和学习效果，从学生角度获得“五个度”达

成效果的数据，不仅能够与官方评价形成互补，更能真实地反映学校的建设情况，

还能够快速准确地发现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帮助学校开展教育教学的持续改进，

并建立学生在校状况的常态监测。这与 ABET（Accreditation Board for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美国工程技术认证委员会）提出的“需求导向、成果导向”、国际

工程教育倡导的“学生中心、持续改进”理念相契合。

表 2 六大一级指标项与“五个度”对应 

一级指标项 培养目标 教师 支持条件 课程教学 质量管理 学生

“五个度” 培养目标
达成度 师资和条件的支撑度 质量保障运行

的有效度

社会需求的
适应度

学生和用户
满意度

下面以具体的指标和观测点为例，如培养目标的达成度上，第三方评价关注在

校生对本专业的职业素养要求、技能要求、就业发展、知识体系的了解程度，专业

基础理论教学内容是否充实，数学、自然科学、经管等知识与科学分析、协作解决、

信息获取和选择、人际关系等能力培养的满足度，人生乐观态度、积极进取、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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