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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长效机制 

                      王颖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本科教育是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基础，本科教学水平是高校办学水平的主要标志。抓好本科教学工作评价实际上就是抓住了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基础和关

键。对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进行评价，一方面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转变管理职能，加强对高等学校教学工作宏观管理和调控的有效机制和主要手段。另一

方面也是促使学校加大对教学工作的投入，加强教学基本建设，深化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更好地适应２１世纪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需要。 

    一、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重要作用  

    教育部推行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其目的是“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通过评估工作，促使各高校

进一步明确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指导思想，加强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全方位地深化教学改革，促进办学条件的改善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实

践充分证明，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对于促进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作用巨大，效果明显。 

    一是明确办学定位，理清办学思路。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思路是一个关系学校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有利于促进学校进一步

明确办学思想与目标定位，理清学校的发展规划和工作思路，做好学校的“顶层设计”，从而有利于学校的长远建设和健康发展。 

    二是提炼文化精神，凝聚向心力。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高校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和精神。通过评建工作，促使学校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和文化精

神，并加以提炼和总结。本科评估事关学校工作的全局，既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凝聚力工程。广大师生员工应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

投身到本科教学评建工作当中，树立整体观念和大局意识，团结协作，紧密配合，做到上下一条心，全校一盘棋。实践证明，本科评估在调动广大师生的教

学积极性、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进一步巩固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和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教育部明确提出：“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教学工作始终是学校的中心工

作”，“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主体和基础，抓好本科教学是提高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的重点和关键”。本科教育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和基础，是支撑研

究生教育和其他层次教育的基石和平台。所以讲，本科教育是立校之本，教学质量是办学生命线，必须始终坚持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和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

不动摇。 

    四是规范教学管理，构建质量保障的有效机制。通过评建，提高了管理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提高了工作的自觉性和自律性，使教学管理工作

者树立了认真扎实的工作作风，树立了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体现了团结协作精神，更好地全心全意为教学、科研和师生服务。本科评建工作有力地促进学

校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健全运行机制，实现科学管理和规范管理，建立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监控的长效机制。 

    五是强化了质量意识，明确了质量标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是经过充分酝酿、反复斟酌、广

泛协商的结果，兼具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它所囊括的７个一级指标、１９个二级指标和４４个观测点，涉及教学质量的方方面面，构成了完整而又

严密的国家质量认证体系。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部分高校，质量意识有所松弛，教学质量有所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社会

声誉，并削弱了学校的发展后劲。本科教学评估工作启动以来，各高校普遍强化了质量意识，视教学质量为学校的生命线，把教学工作和教学质量放在突出

位置。依照评估指标体系进行教学质量的自查、自测与自评，实施与推进质量工程，提高了教学质量。 

    六是加强教学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推进学校工作。本科评估对于学校的各项办学条件和教学环节都有明确而具体的要求，促进学校不断加大教学

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教学管理，深化教学改革，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据有关部门统计，各参评学校当年投入建设的资金，仅实验室一

项，数目往往就高达几千万。许多高校，被评前后，教学条件判然有别。有的专家组在形容被评学校的前后变化时，使用了“天翻地覆”这样的难抑惊叹之

情的成语，这恰好印证了教学评估对学校工作的推进之功。 



    总之，开展本科评估是我国高等教育为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而采取的一项重

大举措，同时也是为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所进行的一项有益尝试，对于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稳定和协调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

义。 

    二、建立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长效机制 

    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根本目的是“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教学工作是日积月累的

工作，要实现本科教学评价的效能，关键是建立长效机制，确保本科教学工作的制度化、规范性和稳定性，确保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要建立教学评估的长

效机制，除了在思想上要真正认识到位以外，关键是制订长远规划，完善相关制度，落实配套措施。无论是在迎评期间，还是在评后的整改阶段，我们都应

当常抓不懈。 

    一是全面提升对本科教学工作的认识，长期坚持本科教学的中心地位和基础地位，推进全校的整体工作。本科教学工作是学校的基础工作，科学研究是

学校的重要工作，社会服务是学校职能的外延和扩大。这些工作都需要做好。但是本科教学工作尤其重要，是基础和核心，“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学校要

在抓好本科教学工作的同时，全面推进学校的整体工作，形成互相协调，互相支持，共同提高的态势。要把本科评建工作当作一项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影

响力大的质量工程，从学校战略发展的全局着眼，进行总体规划，致力于全面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全面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从根本上解决制约学校发展

的若干瓶颈问题，使学校的各项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二是重在平常，重在实效，重在长远。评估专家组进校评估只有短短的一周时间，但建设与整改却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绝不能把迎评当作一种突击性的

工作，评前全民皆兵，奋勇参战，一旦评估完成，便马放南山，评建工作也就画上了一个永久的句号。应当强调，迎评与整改，是质量工程的两个相衔接的

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前者，所需时日也更为长久。“提高教学质量是高校工作永恒的主题”，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说，但对

“永恒”二字的理解往往或有偏差，或欠深刻，这就导致了短期行为的屡屡出现。我们强调建立教学评估的长效机制，正是为了杜绝这种短期行为。一些高

校在迎评时强调各项工作要能“呈现最佳状态”。事实上，为了呈现“最佳状态”，有个别高校采用超常规的铁腕手段来整肃教风与学风，一时也收到了立

竿见影的效果，但过后学生上课迟到、教师随意调课的现象又呈上升势头。其实，注重实效、注重长远，不仅仅是对高校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教育主管部门

的要求，教育部应当把教学评估制度化，最好用立法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以避免随意终止或中断。 

    三是明确规划，确定目标，扎实推进。迎评或整改都应当有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主要不是指“保良”或“争优”，而是指学校在近、中、长三个时期

内分别能达到的以教学质量为核心的总体发展水平。迎评及整改工作必须与学校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相吻合、相协调。换个角度说，学校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应

该把迎评与整改工作作为基础和核心。这样，质量工程既有总体的目标，又有阶段性的目标，有利于不间断地跨越阶段性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总体

目标。只有不断确立新的更高的目标，教学改革才能不断地向前推进，教学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教学评估的成果才能得到巩固与发展。 

    四是加强常规性的督查，形成制度化、规范化。要巩固评估成果，形成长效机制，必须建立常规性的督查机制，督查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展开，在评估结

束后的１～２年内，由教育部抽调专家对参评学校进行必要的回访，重点调查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从而有效地促使学校对整改工作予以高度重视，改变一

部分高校重迎评、轻整改的现实状况。另一层面是，以法规的形式，要求各高校建立教学工作的校内自评制度，在教育部颁行的评估方案的框架内，结合本

校的具体情况，形成校内自评的指标体系，定期（以每年一次为宜）对学校的教学工作或者教学的薄弱环节和重点工作进行评估，边评边改，重在实效，以

此推动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和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这样日积月累，在迎接国家正式教学评估时，就可以做到胸有成竹。 

    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在我们国家还属于新生事物，是一项有益的战略探索。教育部提出的五年一轮的评估计划还没有全部完成，评估过程中还有许多

经验值得总结，许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还有许多方面需要不断的完善和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通过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我们高等教育的基础更加牢

固，教学工作得到进一步增强，教学改革进一步深化，为２１世纪高等教育可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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