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量保障”项目要素释义

此项目含四个要素：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质量监控；质

量信息及利用；质量改进。

要素1：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含四个要点：质量标准建设；学校质

量保障模式及体系结构；质量保障体系的组织、制度建设；

教学质量管理队伍建设。

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是指学校以提高和保证教

学质量为目标，运用系统方法，依靠必要的组织结构，把学

校各部门、各环节与教学质量有关的质量管理活动严密组织

起来，将教学和信息反馈的整个过程中影响教学质量的一切

因素控制起来，形成的一个有明确任务、职责、权限，相互

协调、相互促进的教学质量管理的有机整体。各学校质量保

障体系可以结合本校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模式，但以下共同规

律在考察时应予以注意：一是学校确定了人才培养目标和质

量标准；二是学校提供了相应的人、财、物条件保障；三是

学校有组织保障机构；四是学校有效开展了自我评估和质量

监控，及时收集教学信息；五是是否能及时反馈信息，调节

改进工作。

考察此要素时，首先，关注学校是否建立了科学合理的

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否建立了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实

习实训、毕业设计、考试考核等各主要环节的质量标准。其

次，关注学校是否有质量保障的组织机构，有满足要求的质

量管理队伍。再次，还应关注学校是否建立了完善的教学管

理制度，并有效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要素2：质量监控

质量监控含两个要点：自我评估及质量监控的内容与方

式；自我评估及质量监控的实施效果。

质量监控是质量保障体系最重要内容之一。考察此要素

时主要关注学校是否建立了完善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和教

学质量监控机制，对主要教学环节的教学质量实施了有效监

控；是否建立了一支高水平的教学督导队伍，对日常教学工

作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是否建立了完善的评教、评学制

度；是否定期围绕人才培养工作开展了自我评估，包括课程

评估、专业评估和学校二级学院（系）评估等。特别应注重

教师和学生对教学工作的评价，注重学生学习效果和教学资

源使用效率的评价，注重用人单位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

学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不代表执行到位，要让二级院系和每

一位教师都知道这些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制度的作用。另外，

规范管理只能保障基本的教学质量，不能提高质量，建立激

励机制，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内在教书育人积极性才能提高

质量。因此，规章制度建设不仅应关注规范管理制度，还应

特别关注激励制度建设。

要素3：质量信息及利用

质量信息及利用含三个要点：校内教学状态数据库建设

情况；质量信息统计、分析、反馈机制；质量信息公开及年

度质量报告。

质量信息的统计、分析及反馈，是质量保障体系有效运

行的重要保证。考察此要素应注意学校是否建立了校内教学

状态数据库，并定期更新教学状态信息；是否把常态监控的



信息和自我评估搜集到的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并将结果及时

反馈给相关机构与教师，促进其及时改进工作。目前，应注

意教育部高教司2012年发布的25项核心数据，这些核心数据

应体现在本校年度教学质量报告中，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

与评价。

1.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

2.教师数量及结构

3.当年本科招生专业总数

4.生师比

5.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6.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7.生均图书

8.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种数

9.生均教学行政用房，其中生均实验室面积

10.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11.本科专项教学经费

12.生均本科实验经费

13.生均本科实习经费

14.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

15.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可按学科门类）

16.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可按学科门类）

17.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不含讲座）

18.教授授本科课程占总课程数的比例

19.应届本科生毕业率

20.应届本科生学位授予率



21.应届本科生就业率

22.体质测试达标率

23.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

24.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

25.其它与本科教学质量相关数据

要素4：质量改进

质量改进含两个要点：质量改进的途径与方法；质量改

进的效果与评价。

质量改进是针对目前教学质量存在的问题、薄弱环节和未来

可能出现的问题，采取有效的纠正与预防措施，达到持续改

进质量的目的。缺少质量改进这个环节就不能形成完整的质

量保障体系。考察此要素时，重点看学校是否有组织机构负

责质量监控，推动改进工作；是否有政策和经费保障质量；

是否有推进质量改进的合适途径和有效方法，使改进工作得

以落实，使质量保障体系能够完整有效地运行，形成质量保

障的长效运行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