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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本科教育质量保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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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育质量保障的主要方法 

• 设定对比参照系——定标比超 

• 自己尺子量自己——对标评价 
3.制定质量标准 

• 对学生为中心的定位分析 

• 对关键活动为的成熟度分析 

• 对教育过程质量的常态监测 

1.落实质量理念 

• 合规性评价 
• 审核式评估 
• 持续性改进——PDCA 

2.质量评估体系 



www.mycos.com 

定位分析 

1.落实质量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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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分析——案例 

专业认知度 

工作-专业相关度 

核心知识满足度 

学生需求 

专业定位 

职业需求 

专业需求 

学校需求 

工作能力满足度 

职业期待吻合度 

培养定位实现度 

核心课程满足度 

母校满意度 

母校推荐度 

专业定位分析—以学生为中心 

1.落实质量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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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职业期待吻合度 

55% 

工作能力满足度 

78% 

核心知识满足度 

84% 

母校推荐度 

92% 

母校满意度 

专业定位分析结果—满足度/吻合度/满意度 

1.落实质量理念 定位分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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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分析——案例 

核心课程的质量满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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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度 

1.落实质量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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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级：无级别 

学校、院系及专业不了解教学计划审核相关流程的作用以及必要性，因此并未开展相关活动。 

1级：初始级 

专业注意到了教学计划审核的重要性以及对于控制教学质量的作用，具有简单的审核或类似于审核的过程。审核小组中人数较少，
人员组成较为单一，整个过程由内部人员完成，未参考外部专家意见。评审的依据大多是根据个人经验，没有成体系的审核标准，
也并未考察教学计划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度。审核过程未能达成控制教学计划质量的目标，整个过程大多是程式化、流程性的。 

2级：可重复级 

存在较为正式的教学计划审核过程，审核活动成为整个制订过程中一个既定的环节，且拥有一个专门的会议或一套专用的流程用于
审核活动。负责审核的人员数量有所增加，但成分仍较为单一，主要由内部人员负责。存在一定依据实践的审核标准，但不存在正
式的、文字性的标准描述文字，审核标准包含了部分的控制目标。审核过程简单控制了教学计划的质量，帮助了教学计划的改进。 

3级：定义级 

存在正规的教学计划审核活动，相关过程制度化、规范化。负责审核的人员数量进一步增加，相关教学计划文件的审核参考了外部
专家的意见。存在文字性质的审核标准，但整个标准较为简单，虽然基本涵盖所有审核方面，但仅大致描述了审核事项。审核中会
有意识地了解教学计划对毕业要求的支持作用。审核过程有效地控制了教学计划的质量，极大地帮助了教学计划的改进。 

4级：可管理级 

教学计划的审核变为了一项常规性工作，所有相关工作人员均明晰审核过程。审核参与人员数量增加，且审核组中存在外部专家。
审核标准编制成为标准化文件，文件中描述了应审核的全部方面，且描述了对于相应项的评审要求，教学计划对毕业要求的具体支
撑成为重要的审查项之一。审核过程极大的提升了教学计划的质量，实现了教学计划的全面性以及现实相关性。 

5级：优化级 

教学计划是定期审核且改进的。审核小组中存在一定比例的外部专家，且与内部人员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审核工作。审核流程并非
是一次性的，对于一份教学计划初稿，可能存在审核-修改-再审核的类似流程。拥有明确的审核标准文件，相关标准是经过调查研
究以及实践积累的，而并非单纯经验性的，审核标准涵盖应审核的所有方面，且对于合格的描述十分详细。教学计划会从知识、素
质、能力三个方面来考察，审查是否有力支撑毕业要求。通过审核过程，使得教学计划文件的质量达到了最优化。 

“教学计划审核”关键活动成熟度等级 

1.落实质量理念 成熟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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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建设活动成熟度监测及改善 

0 1 2 3 4 5 

无 级 别    初 始 级    可 重 复 级    定 义 级    可 管 理 级    优 化 级 

图例说明： 

专业建设当前状态 

专业建设平均水平 

专业建设目标 

级别说明： 

 

 0 – 管理流程根本不存在 

1 – 管理流程不统一 

2 – 流程遵循固定模式 

3 – 流程书面和可沟通 

4 – 流程可监控和可测量 

5 – 遵循并自动实施最佳实践 

1.落实质量理念 成熟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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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常态监测 

1.落实质量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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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监测——四种过程 

教育质量过程管理平台—四种过程 

1.落实质量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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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质量过程管理平台 学校教务系统 

院系数据 

专业数据 

班级数据 

教师数据 

专家数据 

学生数据 

课程数据 

运维服务平台 

客户管理 服务管理 权限管理 安全管理 系统监控 

智能终端 

iPhone iPad Android PC Web 

教学质量管理核心业务平台 

外
部
接
口 

进程式/阶段式评价 电子问卷编辑器 

即时性评价 

结果性评价 

同行评价 

模板库/指标库管理 

评级结果查询 

智能统计分析 

云数据中心（IDC）基础设施 

网络资源池 存储资源池 CPU资源池 内存资源池 

VMware View：远程管理虚拟服务器 VMware vSphere：运行虚拟化基础架构 

过程监测——管理平台 1.落实质量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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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质量过程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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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监测——管理平台 1.落实质量理念 

http://www-01.ibm.com/software/cn/analytics/solutions/customer-analytics/social-media-analytics/index.html
http://www-01.ibm.com/software/cn/analytics/solutions/customer-analytics/social-media-analytics/index.html
http://www-01.ibm.com/software/cn/analytics/solutions/customer-analytics/social-media-analytics/index.html
http://www-01.ibm.com/software/cn/analytics/solutions/customer-analytics/social-media-analytic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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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监测——行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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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评价 

2.质量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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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评价——案例1 

合规性就是指高校的教育质量符合于教育主管部门的

管理规范的水平程度 

合规性也可以用于评价高校教育质量符合于教育最

佳实践或通用规范的水平程度 

合规性评价可有效用于“管办评分离”治理体系中的

“管”的质量评价 

2.质量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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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院校就业质量年报-文件 

合规性评价——案例1 2.质量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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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院校就业质量年报-合规性评价指标体系 

合规性评价——案例1 2.质量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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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985大学培养方案合规性评价 

培养要求分析 

1.范式来源：根据国际各种培养要求制订范式以及评价要求，总结不同参考文件中对于培养要求

普遍的关注点，进行抽象化的总结与概括，形成评价体系，以此作为该大学各专业培养要求评

价的观察点，并对该大学各专业培养要求的完备性与质量进行评价。所选参照包括美国大学专

业评估手册、CDIO、工程教育认证标准、EQUIS国际认证体系以及GMER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

要求。 

 

2.观察点确定：对于培养要求的某个关注点在所选的多数制订范式以及评价要求中均有所描述，

则说明该关注点得到了相关参考的普遍关注。此类关注点将被归纳入评价体系，成为专业培养

目标、培养要求的评价观察点。 

合规性评价——案例2 2.质量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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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985大学培养方案合规性评价 

培养要求分析 

3.合规性指标确立 

方面 观察点    内容解释 

内容方面 

知识描述 
在专业的培养要求中，应有对在校学生知识方面培养要求的描述：即希
望毕业生掌握什么知识。 

能力描述 
在专业的培养要求中，应有对在校学生能力方面培养要求的描述：即希
望毕业生掌握什么基本能力。 

技能描述 
在专业的培养要求中，应有对在校学生技能方面培养要求的描述：即希
望毕业生掌握什么专业技能。 

素质描述 
在专业的培养要求中，应有对在校学生素质方面培养要求的描述：即希
望毕业生拥有怎么的品质与价值观。 

发展描述 
在专业的培养要求中，应有对在校学生持续学习方面培养要求的描述：
即希望毕业生毕业后对自身持续学习的能力与关注。 

逻辑方面 
可测量性 

培养要求中的各项要求应对教学评估等活动具备指导性意义，因此所列
举的培养要求应均具备可测量性 

与培养目标的对应支撑 
培养要求中的各项描述应对培养目标中的内容进行对应，从培养的要求
角度进行支撑。 

合规性评价——案例2 2.质量评估体系 



www.mycos.com 

某985大学培养方案合规性评价 

培养要求分析 

4.合规性评分办法 

首先，根据总结的培养要求评价范式，使用专家评价法，由多名评价人员分别对本校各个专业
要求进行从0到3的打分。其中0分为“完全不符合该观察点”，3分为“完全满足该观察点”。
对于内容方面的观察点，使用“加分法”即初始分数为0分，此观察点涉及越多、描述质量越高
给分越高；对于逻辑方面的观察点，使用“减分法”，即初始分数为3分，存在不满足该观察点
的描述即减去一定分数。 
 
其次，根据评价结果对各专业的培养要求完备性进行评价：对于某专业的某观察点，如全部评
价人员均评价为非0分数，则该观察点完备性得分为1；如有评价人员对其打0分，则所有评价人
员会集中讨论其完备性，确定得分；评价结果将会按学科进行整理、比较与分析。 
 
最后，根据评价结果对各专业的培养要求质量进行评价：针对某专业的某观察点，取全部评价
人员打分均值作为该观察点质量得分。评价结果将会按学科进行整理、比较与分析。 
 
如出现评价人员差异过大的打分，则会进行集体讨论确定最终得分。 
鉴于打分原则不同，此报告中尽量避免内容方面观察点与逻辑方面观察点直接进行比较。 

合规性评价——案例2 2.质量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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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985大学培养方案合规性评价 

培养要求分析 

5.合规性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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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评价——案例2 2.质量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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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改进——PDCA 

2.质量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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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七件事”的PDCA模型 

学生 

培养目标 

持续改进 

毕业要求 

课程体系 

师资队伍 

设施建设 

支持条件 

PDCA——案例1 2.质量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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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时间 分项任务 分项任务时间 

14届应届毕业生调研 已完成 

10届毕业生中期（五年后）调研 2015.9—2015.12 

收集毕业生联系信息 2015.9.14—2015.9.28 

调查实施，回收数据 2015.9.28—2015.12.1 

完成调研报告 2015.12.1—2015.12.15  

用人单位调研 2015.9—2015.12 

收集用人单位联系信息 2015.9.14—2015.9.28 

调查实施 2015.9.28—2015.12.28 

完成调研报告 2015.12.28—2016.1.15  

教师发展调研 2015.9—2015.11 

收集教师联系信息 2015.9.14—2015.9.28 

调查实施，回收数据 2015.9.28—2015.10.28 

完成调研报告  2015.10.28—015.11.13 

教学质量管理体系构建 2015.9—2016.4 

教务信息对接 2015.9.14—2015.9.28 

教评系统交付、调试 2015.9.28—2015.10.9 

使用培训 系统交付后适时开展 

实施教学评价调研 2016.3.1—2016.3.10 

完成调研报告  2016.3.11—2016.4.11 

在校生全程调研 2016.4—2016.6 

收集在校生联系信息 2016.2开学后—2016.4.1 

调查实施，回收数据 2016.4.1—2016.4.15 

完成调研报告  2016.4.15—2016.5.15 

专业建设咨询报告 2016.3—2016.6 

学校数据提供 2016.3.1—2016.3.16 

报告大纲沟通及修改 2016.3.16—2016.4.10 

入校调研 2016.4.20—2016.4.21 

咨询报告初稿撰写 2016.4.22—2016.6.17 

收集反馈信息 2016.6.17—2016.6.24 

初稿修改，完成终稿 2016.6.24—2016.6.30 

专业建设改进及范式建设 2016.6— 

报告解读 报告交付后待定 

专业建设实施辅导 2016.7— 

本校专业建设范式建设 2016.7—10 

某高校专业建设试点工作计划表 

PDCA——案例1 2.质量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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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么

（关键活

动） 

怎么做 

何时做 和谁做 

什么 

结果 

如何 

测量 

怎么 

调整 

如何 

改进 

新的 

成熟度 

PDCA模型的路线图 

PDCA——案例1 2.质量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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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内部PDCA组织体系 

P 
校班子 
规划办 
高教所 

D 
职能部门 
教学单位 
在校生 

C 
质量办 
督导办 
人事处 

A 
职能部门 
教学单位 
在校生 

PDCA——案例2 2.质量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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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案例2 

高校外部PDCA组织体系 

P 
教育主管部门 
产业发展规划 
企业用人需求 

D 
院校教育运行 

C 
毕业生 
雇主 
社会 

A 
院校教育改进 

2.质量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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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定质量标准 

定标比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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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比超——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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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研究声誉排名

国际合作比例

高频引用论文比例

论文平均被引用数

院校层面的定标评价 

3.制定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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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层面的定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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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台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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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杆大学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情况 标杆大学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世界大学排名情况 

标杆大学QS世界大学排名情况 

定标比超——案例1 3.制定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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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层面的定标评价 

定标比超——案例1 3.制定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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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层面的定标评价 

在数学、物理上
接近标杆组，但
在化学、生物科
学上落后 

在关键的大学
科上落后于同
类院校 

社会科学接近
同类院校均值 

在重点人文 
学科中等同 
于一流院校 

标杆院校 

罗格斯 

同类院校 

定标比超——案例2 3.制定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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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可思专业竞争力数据库 

院校名称 生师比（%） 教师教授比例（%） 非失业率（%） 网络影响力 …… 

大连理工大学 19 77 98 1340000 

西南大学 20 45 97 694000 

东南大学 21 64 98 1580000 

南京工业大学 27 26 94 528000 

河海大学 24 56 95 1030000 

…… 

定标比超——案例3 3.制定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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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定质量标准 

对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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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评价——案例1 

培养目标 
与实际职业吻合 

本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专业相关度 

本专业毕业生的实际就业的职业 

培养目标包含 
工作需要的能力 

工作与专业相关毕业生认为最重要的 
基本工作能力及满足度 

培养目标包含 
工作需要的核心知识 

工作与专业相关毕业生认为最重要的 
核心知识及满足度 

核心课程 
对工作需求的满足 

本专业核心课程的重要度、满足度 

建议举证指标 建议举证数据 

培养目标标准项 | 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吻合 |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吻合 

本专业培养目标职业的实现度 

本专业培养目标毕业生能力的达成度 

本专业培养目标毕业生核心知识的达成度 

行业专家对本专业核心课程的评价结果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对标体系 

3.制定质量标准 



www.mycos.com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对标数据准备报告 

对标评价——案例1 3.制定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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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举证指标 建议举证数据及资料 

教育教学水平标准项|专任教师的教学能力|专任教师的教学效果 

教学效果整体评价 

专任教师 
的教学效果 

在校生核心知识提升情况 

在校生职业能力提升情况 

授课教师满意度 

在校生基本工作能力提升情况 

在校生职业素养提升情况 

专任教师 
的教学能力 

教师教学目标的完成度 

教师行为评价 

教学方法评价 

教师教学能力胜任评价 

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对标体系 

对标评价——案例2 3.制定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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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任教师 
的教学能力 

教师教学目标的完成度 

教师行为评价 

教学方法评价 

教师教学能力胜任评价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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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教学目标完成度

(

%)

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对标体系 

对标评价——案例2 3.制定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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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任教师 
的教学能力 

教师教学目标的完成度 

教师行为评价 

教学方法评价 

教师教学能力胜任评价 

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对标体系 

对标评价——案例2 3.制定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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