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知识要点（三）

知识要点 7：

新一轮审核评估工作程序有哪些？

答：新一轮审核评估程序包括评估申请、学校自评、专

家评审、反馈结论、限期整改、督导复查等六个部分。

知识要点 8：

新一轮审核评估在方式方法上有哪些创新？

答：新一轮审核评估创新评估方式方法，充分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优化评估流程、实现一校一案、强化多元评

价、落实减负增效。

一是增加线上评估环节，优化评估流程。综合运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行线上与入

校评估“一体化”设计，线上评估与入校评估相结合，让评

估流程“优起来”。

二是定性定量评价相结合，实现一校一案。此次评估充

分尊重学校自主选择权和专家专业裁量权，与学校一起制定

“个性化”评估考察方案，实现一校一案，让组织实施选择

权“落下来”。



三是注重常态化资源运用，落实减负增效。深挖常态监

测数据，充分利用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以下简

称“国家数据平台”)和年度就业质量数据生成数据报告；

精简入校评估专家人数、天数、环节；让评估负担“减下来”。

四是丰富评估视角，强化多元评价。构建了“1+3+3”

校内外多维立体综合评价体系，分别从常态资源、学校、教

师、在校生、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等多元多维视角进行评价，

让评价体系“立起来”。

知识要点 9：

新一轮审核评估中的“1+3+3”报告是什么？

答：新一轮审核评估以多维立体的视角全面客观地评价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探索建立了以《自评报告》为主体，

以《本科教学状态数据分析报告》《在校生学习体验调查报

告》《教师教学体验调查报告》3 份过程性报告和《本科生

就业数据分析报告》《本科毕业生跟踪调查报告》《用人单

位跟踪调查报告》3 份结果性报告为两翼的“1+3+3”多维立

体评价体系，从学校、教师、在校生、毕业生、用人单位等

多元多维视角更加全面、客观、系统地呈现学校本科教育教

学和人才培养情况，形成“招生一培养一就业”全链条联动

的质量“闭环”评价反馈和待续改进机制，提高教育评价的



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理

念，引导学校促进教师投入教学，提升学生学习体验。

《自评报告》是学校在评建工作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审

核评估指标，阐述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改革建设和人才

培养成效而形成的反映评建结果的写实性报告。

《本科教学状态数据分析报告》是教育部评估中心以国

家数据平台每年采集的本科教育教学数据为基础编制形成

的报告，增加呈现学校连续三年的状态数据，同时提供多种

常模，供参评学校自主选择、个性定制常模做对比分析，旨

在帮助学校精准对标，科学决策，帮助评估专家从数据变化

中查找学校工作中的亮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在校生学习体验调查报告》《教师教学体验调查报告》

是面向参评学校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梳理形成的数据报告，聚

焦影响本科教育教学和质量保障的过程性关键要素，从一线

师生的视角检视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情况，形成与

《自评报告》的印证比照，为专家评估提供佐证参考，为高

校持续改进指引方向。

《本科生就业数据分析报告》由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

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学生发展中心）从“全国高校毕业生就

业管理系统”中提取数据进行分析，量化反映学校本科生就

业整体情况，对高校就业工作进行常态监测。



《本科毕业生跟踪调查报告》和《用人单位跟踪调查报

告》分别从毕业生、用人单位角度量化反映学校本科毕业生

就业情况，是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的外部评价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