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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评估工作办公室编                          2017年 6 月 26 日 

【学校动态】 

（一）学校召开审核评估自评报告研讨会 

5 月 27 日下午，学校召开审核评估自评报告研讨会，审核评估各分项自

评报告责任人、教务处负责人、自评报告起草工作组相关人员等 10 人参会，

会议由教务处处长顾永跟主持。 

会上，自评报告起草工作组相关人员对审核评估自评报告的提纲和相应内

容作了简要说明。各分项自评报告责任人就负责的审核项目进行了阐述，提出

遇到的问题并进行了集体讨论。 

最后，顾永根就下阶段自评报告撰写工作作了布置，要求各分项自评报告

责任人尽快召集参与部门召开自评报告撰写研讨会，于 6 月 20 日前，将分项

自评报告（含支撑材料目录）及支撑材料提交给审核评估工作办公室秘书处。 

（二）教育部评估中心蔺跟荣来校作审核评估与数据分析报告 

6 月 23 日下午，教育部评估中心蔺跟荣老师应邀来校作了题为《高等教

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内涵解读与数据分析》的报告。学校相关职能部

门负责人，各二级学院教学副院长，2017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



数据填报工作人员聆听了本次报告会。报告会由教务处处长顾永跟主持。 

蔺跟荣首先介绍了高等教育质量检测国家数据平台的发展历程。他指出，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国家数据平台经历了从 1.0版到 3.0版的转变，

平台功能日臻完善，截止目前，实现了全国所有本科高校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检

测的全覆盖。 

关于国家数据平台数据内涵解读，蔺跟荣从数据采集的特点、填报单位及

周期、指标修订情况、统计对象、统计时间、六类编号、采集数据时间要求等

方面就数据采集基本情况及要求做了详细说明，并结合部分表格就相关数据填

报作了针对性辅导。他指出，国家数据平台采集的数据反映了全国高等学校教

学基本状态，应用范围广泛，在数据采集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填报说明认真填报，

以保证数据的规范准确。 

报告中，蔺跟荣还就国家数据平台数据分析与应用作了深度解读。他指出，

国家数据平台为省部校提供“三级服务”，实现了一个平台三级共享。既可以

做到常态化监测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提供数据、为专

业认证提供数据分析报告，也可以做到为合格、审核评估出具数据报告，可谓

运用广泛、意义重大，并针对我校上报的数据作了应用性解读辅导，让现场听

众更加直观地认识到平台的功效。 

报告最后，蔺跟荣指出做好数据采集工作需要把握好两点，一是要建立统

一的领导机制，统一领导是保障，数据采集涉及部门多、工作任务重，需要科

学的任务分配和亲密的协调配合。二是要做好数据的发布应用，数据的发布应

用是生命、是目的，国家数据平台建设的意义在于形成教学质量常态监控机制，

促进高校决策科学化、管理精细化，因此，要注重对数据的分析与应用，始终

把对教学质量的常态监测作为工作主题。 

报告结束后，蔺跟荣还悉心解答了部分教师在数据填报过程中存在的不解

与困惑。 



【学院动态】 

审核评估自评报告撰写工作与支撑材料收集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根据《关于下发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自评报告撰写与支撑材料收集基本

要求与规范的通知》（湖师院评〔2017〕1号）要求，各二级学院于 6月 20日

前，完成学院层面审核评估自评报告撰写与支撑材料收集以及学院教学档案归

档目录整理等工作。 

体育学院赴盐城师范学院调研交流 

6月 1日，体育学院教学负责人带领学院相关人员赴盐城师范学院进行调

研交流。调研组详细了解了盐城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关于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和专业认证两方面工作的开展情况和相关经验，并达成了加强两院师生交流合

作的初步构想。 

【评估问答】 

（一）如何理解审核项目、审核要素、审核要点之间的关系？ 

答：首先，项目、要素、要点三者之间是一个整体，这些都是高校人才培

养工作所应该涉及的核心内容，体现了人才培养工作的系统性和规律性。 

其次，项目包含要素，要素包含要点，即项目反映了审核的核心，要素体

现项目的目标要求，要点是具体阐述要素所必须关注到的点。但是面对繁杂的

教学工作，对项目的考察并不能仅限于该项目下的要素和要点，还需要其他内

容来支撑项目，因此对某个具体项目而言，要素和要点是它的必要条件，但不

是充分条件。 

第三，各个项目和要素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例如“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这

一要素，也会体现在“师资队伍”“教学资源”“培养过程”几个项目中。 

（二）什么是审核评估的自选特色项目？ 

答：在审核范围的六个项目之外，增加了一个自选特色项目。这一项目的



设立体现了审核评估的开放性，体现了审核评估充分尊重学校办学自主权、鼓

励高校办出特色的指导思想。学校可以在定位与目标、教师队伍、教学资源、

培养过程、学生发展、质量保障这六个项目之外，围绕人才培养工作自行选择

（也可以不选）特色鲜明的项目，作为补充审核的内容。自选特色项目应该详

细说明学校是怎么做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效果怎么样，今后如何进一步

改进和提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