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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快讯】 

   （一）我校召开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情况党委专题常委会 

2月 28日，校党委书记石亚军主持召开 2017年第 3次党委常委

会，党委常委黄进、冯世勇、马怀德、高浣月、胡明、李树忠、徐扬、

常保国、于志刚，学校办公室主任李秀云、组织部部长王立艳、统战

部部长王称心、宣传部部长刘琳琳出席会议，教务处等相关职能部门

负责人，以及各学院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议专题听取了各学院 2017 年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情况汇报，

并由与会党委常委对相关工作情况进行了分析点评。  

针对各学院汇报的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准备工作情况，石亚军要求：

一、关于自评报告。首先，学校和各学院的报告要重新进行修改，教

务处要为各学院提供修改模板和清单；其二，对于存在薄弱环节的学

院，教务处要进行个别指导和专门把关；其三，四大法学院的自评报

告应当在一体化与特色性之间进行科学合理区分，体现法学专业的统



一性。 

二、各学院要对本轮评估工作进行进一步动员，将评估工作的重

要性、紧迫感和责任感层层传递给学院师生，要让全院师生知晓评估

工作的重要意义及其本人应当承担的职责。 

三、各学院要切实准备好评估工作的三大材料，力求完整规范，

于 3月底前上交教务处。 

四、针对一些学院在师资配置、财力配置、物力配置等领域与评

估标准存在较大差距的现状，相关部门要立刻拿出整改方案。 

五、本轮评估工作实行责任制，上至学校领导，中至各学院、职

能处室，下至基层师生，哪一个环节出问题、拖后腿，都要问责，并

坚决执行。 

六、对于本次常委会布置的工作任务，教务处要抽出专门时间节

点进行督促检查，确保落实到位。   

    会议最后提出，全体师生员工立即行动起来，即行即改，以评促

改，以评促建，以评促管，确保学校本轮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顺利

获得通过。 

（二） 校领导组成校内自评专家组赴各本科教学单位开展专项督导

调研工作 

3月 8日-10日，由校长黄进、副校长于志刚、教务处处长卢春

龙、副处长吴宏耀、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田士永、副主任刘



坤轮组成的校内自评专家组赴各单位开展专项督导调研工作。法学院、

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及光明新闻传播学院首批接受检查。学院

领导班子、基层教学组织（研究所、教研室）负责人、教学管理、学

生工作行政人员以及学院本科教学评估工作小组全体成员参加此次

检查。 

本次督导调研检查材料包括：学院自评报告、本单位支撑材料目

录和支撑材料建档工作、学院汇报 PPT以及学生实习记录、毕业论文、

学院实习基地情况等教学档案材料。 

专家组根据三天的督导调研情况提出，各学院对于评估的认识不

足，重视程度不够，各专业的优势、亮点、特色没有充分总结、挖掘

和思考。自评报告及 PPT 的准备没有找准汇报对象、厘清汇报内容，

材料对于“五个度”的支撑力度有待提高。专家组从技术层面对各学

院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学院的自评报告应紧密围绕“五个度”进行撰写，突出重点，

展示特色，语言精练。 

2.学院汇报 PPT应充分展示已取得的成绩，支撑数据详实、内容

丰富，涵盖各类图表、照片、数据等。 

3.其他支撑材料可制作成汇编、手册等具有显示度的文件材料。 

针对督导调研各学院中发现的问题，黄进校长要求： 



1.高度重视，统一认识。各学院全体师生在思想上应高度重视此

次评估工作，认真准备，积极落实。 

2.掌握政策，熟悉评估。本次审核评估的指导思想是“一个坚持、

两个突出、三个强化”，即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

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方针；突出内涵建设、突出特色发展； 强

化办学合理定位，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强化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考察重点是“五个度”，即专业人才培养效

果与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度、专业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的

适应度、教师和教学资源对人才培养的保障度、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运

行的有效度、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的满意度。各学院应着重认识本次

评估的指导思想和考察重点，掌握政策，熟悉本次评估要点。 

3.以评促建、以评促改。本次审核评估对学校及学院利大于弊，

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即要求学院班子对学院的各

类情况进行全面的梳理，对于成绩、亮点进行坚持，问题、不足进行

优化和改正。 

4.善于总结，抓住重点。对于本学院的特色、优势应抓紧总结、

凝练，集中展现在自评报告以及 PPT上。存在的问题要找准，并说明

已采取的改进措施和日后切实有效的改进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