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发展”项目要素释义

此项目含四个要素：招生及生源情况；学生指导与服务；

学风与学习效果；就业与发展。

要素1：招生及生源情况

招生及生源情况含两个要点：学校总体生源状况；各专

业生源数量及特征。

招生工作是人才培养工作的起点，生源质量是培养质量

的起点。生源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与社会声誉。考察此要素时应关注学校是否高度重视招生工

作，采取有效措施吸引优秀考生，提高生源质量。录取线、

报到率、第一志愿报考率等指标均能反映生源情况。

要素2：学生指导与服务

学生指导与服务含三个要点：学生指导与服务的内容及

效果；学生指导与服务的组织与条件保障；学生对指导与服

务的评价。

优质的指导和服务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思想。考察此要

素时应关注学校是否关心每个学生，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

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学校是否建立了完善的

学生指导与帮扶体系，按国家规定配备班主任，学生辅导员

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学校是否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广大教师

积极参与学生指导，关爱学生，形成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沟通

机制。学生服务还应考察学生学习指导、专业选择、课程选

择、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创业教育指导、就业指导、心理健

康咨询、贫困生资助等方面的服务机构与服务质量，了解学

生的满意程度；学校是否建立毕业生跟踪调查机制，通过毕



业生跟踪调查，了解人才培养质量，促进专业调整和教学改

革。

要素3：学风与学习效果

学风与学习效果含三个要点：学风建设的措施与效果；

学生学业成绩及综合素质表现；学生对自我学习与成长的满

意度。

学风是学校学生群体或个人在对知识、能力的渴求过程

中表现出来的带有倾向性、稳定性的治学态度、学习方法和

行为，是学生内在学习态度和外在学习行为的综合表现。学

风可以在课堂教学、实验实习、自习、毕业论文（设计）、

考风考纪等环节体现出来。学校应有规章制度、组织保障等

有效措施加强学风建设，形成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机制、

环境和氛围。对学风的考察应特别关注学校是怎么调动多数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的，这是检验政策与措施的主要依据。

学习效果体现在学生的学业成绩和综合素质的提升上，

具体体现为德、智、体、美等方面。“德”主要体现在学生

展现出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上，表现出服务国家和服务人民

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具有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

守法、艰苦奋斗的良好品质，学生能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等公

益活动。学校德育应重点强调其针对性和时效性，其中，学

生评价是检验效果的重要依据。“智”主要体现在学业成绩

上，主要应由培养方案来检验，在校生和毕业生的评价应该

作为考察的根本依据。此外，学业成绩还可以通过考察试卷

水平、论文质量、实践环节、职业资格证书获取、就业岗位

等方面反映出来。“体”，根据《国家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的要求，合格率达到85%，学生身心健康。需要注意的是，

体育教育方式可因校制宜，形式多样。“美”主要看学校是

否开设了艺术教育课程，是否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

动，是否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美育应

关注受益面和学生评价。

学生对自我学习与成长的满意度主要考察学校是否能

够明确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重视学生对自我学习和成长的感受，建立了学生对自我学习

和成长的评价机制，以此作为推动学校改进教学工作、提高

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

要素4：就业与发展

就业与发展含两个要点：毕业生就业率与职业发展情况；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价。

毕业生的就业与职业发展情况是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窗口。

毕业生就业率与就业质量，反映了学校人才培养被社会的认

可的程度。对此要素应考察学校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来推动

就业工作，就业率、就业质量如何；学校是否建立了校友或

用人部门的跟踪、反馈机制。就业率可统一规定为初次就业

率（截止每年 8 月 31 日）。就业质量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察：

一是通过毕业生就业方式，了解岗位分布、就业面向是否符

合培养目标的要求；二是毕业生就业岗位与所学专业相关性

如何（专业对口程度）；三是就业岗位适应性与发展机遇如

何（3‐5 年后状况）；四是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