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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教学状态数据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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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数据分析报告的作用

数据分析的校内应用

报告提纲

内部资料 版权所有 请勿转发



状态数据分析报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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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认证——数据先行

参评院校

填报教学基本状态数据

围绕指标体系、质量标准开展数据分析

评估中心

某某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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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的数据画像

• 自评报告的浓缩和补充

• 数据和事实说话

• 数据背后的质量

评估认证——数据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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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据平台为抓手，启动自评自建工作

•支撑撰写自评报告，二者数据基本一致
支撑自评

•常态监测、自我评估，完善内部质保体系

• 辅助精细化管理，开展科学决策
科学管理

服务对象——参评学校评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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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专家审核要点

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的适应度

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效果的达成度

教师和教学资源对学校人才培养的保障度

教学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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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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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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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专家审核要点

定位与目标

教师队伍

教学资源

培养过程

学生发展

质量保障

特色项目

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的适应度

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效果的达成度

教师和教学资源对学校人才培养的保障度

教学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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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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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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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项目，24个要素，63个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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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对象——评估专家提高效率

• 明确突出的问题，确定考察的重点；

• 了解学校机构设置和人员情况，确定进校访

谈的对象。

提高效度

• 进校考察中，对学校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

• 以数据和事实为依据，支撑撰写评估报告。
提升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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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对象——评估专家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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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比较

学校发布《年度质量
报告》数据项

数据平台上报
数据

上一轮评估时自
评报告数据

同类高校全国
平均常模比较

《关于继续试点部分高等学校编
制发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
通知》

报告结构1——学校概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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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人数

•折合学生数

•全日制在校生数

•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比例

•专任教师数量

•具有高级职称专任教师比例

•本科招生专业总数

•生师比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生均纸质图书

•电子图书总数

•电子期刊、图书等数据库数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

•生均实验室面积

•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本科专项教学经费

•本科生均实验经费

•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

•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

的比例

•教授授本科课程占总课程数的比

例

•应届本科生毕业率

•应届本科生学位授予率

•应届本科生就业率

•体质合格率

办学条件

教育教学

报告结构1——学校概要数据

合格评估标准：1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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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办学定位

•1.2  培养目标

•1.3  人才培养中心地位

1.定位与目标

•2.1  数量与结构

•2.2  教育教学水平

•2.3  教师教学投入

•2.4  教师发展与服务

2.教师队伍

•3.1  教学经费

•3.2  教学设施

•3.3  专业设置与培养方案

•3.4  课程资源

•3.5  社会资源

3.教学资源

•4.1  教学改革

•4.2  课堂教学

•4.3  实践教学

•4.4  第二课堂

4.培养过程

•5.1  招生及生源情况

•5.2  学生指导与服务

•5.3  学风与学习效果

•5.4  就业与发展

5.学生发展

•6.1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6.2  质量监控

•6.3  质量信息及利用

•6.4  质量改进

6.质量保障

自选特色项目

报告结构2——审核评估基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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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范围（8）
2.教师队伍

2.1 学校教师情况及生师比

2.2 教师队伍结构

2.3 各教学单位教师与本科生情况

2.4 各专业专任教师与本科生情况

2.5 各专业授课教师情况

2.6 教授、副教授及高层次人才讲授本科课

程比例（2）

2.7 教师进发展与服务情况（2）

2.8 专业带头人情况

2.9 学校实验技术人员结构

分析报告（11）

项目 要素 审核要点

2.教师队
伍

2.1 数量与结
构

(1)教师队伍的数量与结构

(2)教师队伍建设规划及发展态势

2.2教育教学
水平

(1)专任教师的专业水平与教学能力

(2)学校师德师风建设措施与效果

2.3教师教学
投入

(1)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情况

(2)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参与教改与

建设情况

2.4教师发展
与服务

(1)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和专业水平的

政策建议

(2)服务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政策措

施

报告结构2——审核范围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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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校生师比及教师情况

章节示例——教师队伍

项目 数量 百分比（%）

专任教师注2 专任教师注1

总计 3719 /

其中：具有硕士学位 614 16.5

具有博士学位 2774 74.6

双师型 1539 41.4

具有工程背景 1593 42.8

具有行业背景 1437 38.6

外聘教师 外聘教师
总计 578 /

其中：境外教师 102 17.6

折合在校生数注1 折合在校生数注2 79029.2

生师比注3 生师比注3 17.9

本科课程授课教师数 本科课程授课教师数 3385
数量上看，生师比非
常合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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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专任教师

外聘
教师数

本科生数
本科生与
专任教师

之比
总数

具有高级职称教师 35岁以下青年教师 近五年新增教师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1 经管学院 68 52 76.5 8 11.8 6 8.8 7 3298 57.5

2 材料学院 37 12 32.43 20 54.05 16 43.24 1 1417 38.3

3 翻译学院 75 3 4 58 77.33 47 62.67 33 1941 25.88

4 旅游学院 46 13 28.26 24 52.17 28 60.87 2 1142 24.83

5 传播与设计学院 48 25 52.08 18 37.5 22 45.83 2 831 17.31

6 信息学院 139 99 71.22 19 13.67 21 15.11 2 1589 11.43

7 物理学院 105 71 67.62 19 18.1 21 20 1 1130 10.76

8 心理学系 30 15 50 12 40 15 50 0 292 9.73

9 国际关系学院 24 10 41.67 4 16.67 9 37.5 0 207 8.63

10 公共卫生学院 95 56 58.95 23 24.21 29 30.53 0 670 7.05

11 外国语学院 183 76 41.53 66 36.07 55 30.05 29 833 4.55

12 生命科学学院 246 170 69.11 57 23.17 58 23.58 3 930 3.78

生师比：17.92. 教学单位教师与本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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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专业专任教师与本科生情况

序号
专业
代码

专业
名称

专任教师

本科
生数

本科生与
专任教师

之比
总数

具有高级职称教师35岁以下青年教师 近五年新增教师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1 020101 经济学 13 10 76.92 0 0 2 15.38 440 33.85

2 020302 金融工程 8 3 37.5 3 37.5 3 37.5 230 28.75

3 020304 投资学 6 1 16.67 1 16.67 1 16.67 337 56.17

4 020401
国际经济
与贸易

16 8 50 0 0 1 6.25 958 59.88

5 030101K 法学 16 6 37.5 0 0 1 6.25 656 41

6 030302 社会工作 11 2 18.18 3 27.27 2 18.18 317 28.82

7 050201 英语 19 3 15.79 3 15.79 5 26.32 579 30.47

生师比17.9

专业层面专任教师
分布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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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专业授课教师情况

序
号

专业名称
授课教
师数

职称 学位 年龄 学缘

教
授

副教
授

其
他

博
士

硕
士

其他
35岁及
以下

36-45

岁
46-55

岁

56岁

及以
上

本
校

外校

境内 境外

16
电子信息科
学与技术

35 5 14 16 24 8 3 6 16 8 5 0 34 1

17 应用化学 33 11 12 10 26 5 2 3 15 13 2 0 33 0

18
能源与动力

工程
33 4 13 16 20 10 3 8 11 13 1 0 32 1

19 生物工程 33 6 11 16 22 11 0 2 23 6 2 0 33 0

20 市场营销 33 5 14 14 18 12 3 4 19 9 1 0 33 0

21
国际经济与

贸易
32 6 8 18 12 15 5 2 11 17 2 0 3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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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授副教授讲授本科生课程比例

序号 专业名称
授课教师 高级职称 教授 其中为低年级授课教授 具有硕士、博士学位

总数
承担课程

门数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1
金属材料工

程
21 34 16 76.19 16 76.19 6 28.57 20 95.24

2
化学工程与

工艺
45 51 34 75.56 33 73.33 21 46.67 44 97.78

3 应用化学 34 40 24 70.59 24 70.59 5 14.71 32 94.12

4 环境科学 23 37 16 69.57 14 60.87 9 39.13 23 100

5
食品科学与

工程
23 31 16 69.57 12 52.17 10 43.48 23 100

71 风景园林 20 48 4 20 4 20 8 40 17 85

72 英语 36 42 7 19.44 6 16.67 6 16.67 35 97.22

73 商务英语 34 41 6 17.65 5 14.71 14 41.18 33 97.06

74 旅游管理 13 29 2 15.38 2 15.38 4 30.77 13 100

75 翻译 7 8 1 14.29 1 14.29 0 0 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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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专业带头人情况

序号 单位

校
内
专
业
数

专业带头人

总人
数

高级职称 获得博士学位 学缘为外校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1 商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6 6 6 100 4 66.67 6 100

2 机电工程学院 11 6 6 100 5 83.33 6 100

3 自动化学院 9 4 4 100 3 75 4 100

4 计算机学院 6 3 3 100 2 66.67 3 100

5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11 8 7 87.5 6 75 8 100

6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5 3 3 100 3 100 3 100

7 应用数学学院 3 2 2 100 1 50 2 100

8 外国语学院 5 4 2 50 2 50 4 100

9 艺术与设计学院 11 11 9 81.82 3 27.27 10 90.91

10 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3 3 3 100 1 33.33 3 100

为什么专业
带头人不是
高级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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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培训进修 交流 攻读学位

境内 境外 境内 境外
攻读
博士

攻读
硕士

数量 424 6 2 392 23 1 -

比例（%） 100 1.42 0.47 92.45 5.42 0.24 -教师的国际化
培养是否足够？

7. 教师培训进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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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学质量管理队伍情况

总数

职称 年龄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初级 无职称
35岁及
以下

36-45岁 46-55岁
56岁及
以上

校级教学管理
队伍数量

14 2 0 6 3 3 8 2 4 0

比例（%） / 14.29 0 42.86 21.43 21.43 57.14 14.29 28.57 0

院系教学管理
队伍数量

37 8 7 15 1 6 11 9 17 0

比例（%） / 21.62 18.92 40.54 2.7 16.22 29.73 24.32 45.95 0

校级质量监控
人员队伍

2 0 1 1 0 0 0 1 1 0

比例（%） / 0 50 50 0 0 0 50 50 0

质量监控队伍严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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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结构3——详细数据附表

内部资料 版权所有 请勿转发



数据分析的校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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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系化呈现校内各专业办学基本数据

2.分析各专业办学基本数据，专业各单项指标排名

3.分析各专业办学基本数据，形成各专业星级评价

4.提供专业动态调整决策的参考依据，推动专业办
学质量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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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本科专业办学校内评估形式

学校专
业设置
动态调
整决策
基础

院系自评

数据中心专
业分析报告

校内专家现
场考察

校外专家审
查（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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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专业评估指标 含义

生源质量 专业的录取分数标准分

深造率 专业的毕业生中深造比例

本科师生比 专业的教师与本科生数量比例

教授上课率 专业的教授参与本科生授课比例

公选课师均开课门次 专业的教师平均公选课开课门次

调停课率 专业的调停课次数占全部开课门次比例

学生国内外交流人均次数 专业的学生平均每人参与国内外交流次数

教学成果（作为加分项） 第七届教学成果各专业获奖情况

中山大学校内专业评估指标设计：“7+1”个指标项，其中
7个评分指标，1个加分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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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中山大学本科专业教学评估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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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山大学某专业在专业评估中得到的综合评价：

以此为基础，结合各项综合评价结果给予相关院系反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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