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资源”项目要素释义

此项目含五个要素：教学经费；教学设施；专业设置与

培养方案；课程资源；社会资源。

要素1：教学经费

教学经费含三个要点：教学经费投入及保障机制；学校

教学经费年度变化情况；教学经费分配方式、比例及使用效

益。

教学经费是教学资源建设和日常教学运行的基本保障。

考察此要素时应关注学校是否建立了保障教学经费优先投

入的长效机制，确保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占学校经常性预算内

事业费与学费收入之和的合理比例；是否有保证教学经费投

入应随着教育经费的增长逐年增长的机制；教学经费的分配

是否科学合理，优先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学校是否有强化

经费管理的规范性措施，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

教学经费可以理解为学校开展普通本专科教学活动及

其辅助活动发生的支出，目前按财政部的规定仅指教学基本

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302类），不包括来自中央财政的

教学专项投入。具体包括：教学教辅部门发生的办公费（含

考试考务费、手续费等）、印刷费、咨询费、邮电费、交通

费、差旅费、出国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

训费、专用材料费（含体育维持费等）、劳务费、其他教学

商品和服务支出（含学生活动费、教学咨询研究机构会员费、

教学改革科研业务费、委托业务费等）。取会计决算数。除

此之外，学校在教学经费上的专项投入应注明。

要素2：教学设施



教学设施含三个要点：教学设施满足教学需要情况；教

学、科研设施的开放程度及利用情况；教学信息化条件及资

源建设。

教学设施主要包括实践教学设施、课堂教学设施和辅助

教学设施等。实践教学设施主要包括实验室、实习实训基地

等；课堂教学设施主要包括教室、语音室、计算机房等；辅

助教学设施主要指与教学有关的公用设施，例如图书馆、校

园网、体育场馆等。

考察此要素时应重点看学校的教学设施是否满足教学

要求；学校是否有政策措施推动教学设施利用率的提高，为

学生自主学习，开展科研训练等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同时，

在考察实验室、实习场所建设与利用时，要在数量达标的基

础上，看设备利用率和伴随行业技术发展的设备更新率；对

于图书资料，既要考察数量，也要考察过时书籍淘汰情况和

学生利用情况。

要素3：专业设置与培养方案

专业设置与培养方案含三个要点：专业建设规划与执行；

专业设置与结构调整，优势专业与新专业建设；培养方案的

制订、执行与调整。

该要素主要从三个方面考察。一是看学校是否制定了专

业建设规划，是否有专业设置标准，是否有调整程序，是否

有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专业结构是否合理。二是各专业的培

养方案反映培养目标要求，不应随意变动，有相应的稳定性。

特别应关注实践教学的要求是否达到了教育部等七部委

2012年文件的规定，并能认真得到落实。三是对优势和特色



专业建设以及新办专业（少于三届毕业生的专业）有什么具

体建设措施。应该注意的是，学科建设不等于专业建设，不

能用学科建设代替专业建设，学科建设要主动为专业建设提

供支撑。

要素4：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含三个要点：课程建设规划与执行；课程的数

量、结构及优质课程资源建设；教材建设与选用。

课程资源包括课程、教材以及网络资源、学科与科研资

源等辅助教学资源。这是进行课堂教学及其他教学活动的

“软”基础。应关注学校是否加强了课程资源建设，是否有

课程建设规划及建设标准，是否有措施，是否有经费，是否

有成效，是否开放了一批优秀课程与教材，以及是否形成了

与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内容丰富的高水平教学资源。学校是

否开设了充足的课程供学生学习，必修、选修等课程比例是

否合理。需要注意的是，课程不仅包括理论教学，也包括实

践课程；教材选用并不是获奖的教材都适用，关键要适应本

专业的培养目标，要有科学的教材评价和质量监管机制。

要素5：社会资源

社会资源含三个要点：合作办学、合作育人的措施与效

果；共建教学资源情况；社会捐赠情况。

社会资源是学校教学资源的重要补充，吸收社会资源的能力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校办学水平和服务社会的水平。社

会资源主要包括从社会（含政府）吸收来的，能服务于人才

培养工作的人、财、物（含场所等）、政策等教育资源。考



察此要素时应重点关注学校是否有整体推进措施，积极开拓

和有效利用社会资源；是否积极开展合作办学、合作育人、

共建教学资源，积极开拓社会捐赠渠道，为学校人才培养和

提升创新能力提供更多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