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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享——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85.6

623.09

909.73

1462.52

1667.72

2000

2700

2979
3167

3325

3559
3647

3833
4002

4183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1978 1988 1998 2000 2002 2003 2004 2007 2009 2011 2012 2014 2015 2018 2019 2020

1978-2020年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单位：万人）

2.7 3.7

9.8
12.5

15
17

19

23
24.2

26.9

30

37.5
40

48.1

51.6

54.4

0

10

20

30

40

50

60

1978 1988 1998 2000 2002 2003 2004 2007 2009 2011 2012 2014 2015 2018 2019 2020

1978-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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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2018年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 新型大学新成就——百所新建院校合格评估绩效报告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 全国新建本科院校教学质量监测报告（2014年度）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

• 中国工程教育质量报告——面向工业界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2014年度）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

年3月出版

• 中国高校本科教育质量报告——离一流本科教育有多远（2016年度）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

年11月出版

• 中国工程教育质量报告——2025中国工程教育准备好了吗（2016年度）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

年12月出版

• 中国民办本科教育质量报告——中国民办本科教育质量的全景与深析（2016年度） 教育科学出

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 中国新建本科院校质量报告——应用型本科建设在路上（2016年度）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

年12月出版

• 全国“211工程”高校本科教学质量报告（2012年度） 2013年6月

研制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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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常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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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数据平台使用情况（截至2021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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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个省域

40797名用户

1243 所高校

3 级用户

2.47亿 条数据记录

20余 种分析应用，10万余 次下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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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方案

l调研目的

l调研范围

l调研内容

l基本原则

l调研方法

p  江苏、浙江、湖北、湖南

p  教育厅、评估院、高校

p  教务、财务、资产、人事、学工、

   国际交流、科研、图书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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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如何发掘数据价值
发掘数据价值的4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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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应用的4个层次

1.贴数据 2.数据可视化 3.数据分析 4.数据建模

导 出 原 始 明 细 表 单 把 数 据 做 成 统 计 图 表 、 表
格 、 图 片 、 P P T 等 ， 以 视

觉 更 友 好 的 方 式 呈 现 ,

基 于 历 史 数 据 ， 建 立
分 析 模 型 ， 预 测 未 来

趋 势 ， 制 定 战 略

基 于 数 据 ， 结 合 工 作 ，
进 行 解 读 、 分 析 、 汇 报

教
育
部
高
等
教
育
教
学
评
估
中
心



WHAT
学校-数据服务 

中心-评估认证、监测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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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数据平台向高校提供的数据服务
内容及作用

内容：
l 一套数据分析应用——校级应用

l 一系列监测报告——评估报告、质量报告

l 一个常模指标体系——全国及同类高校常模

作用：
l 支撑评估、认证、数据上报、质量报告等工作

l 支撑数据可视化、领导驾驶舱

l 支撑深度挖掘、自助分析

1.院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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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院校应用--领导驾驶舱

院系

教师

总体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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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院校应用--仪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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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院校应用--数据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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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院校应用--数据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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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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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常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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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类高校近4年课程资源情况

统计 2016-2017学年 2017-2018学年 2018-2019学年 2019-2020学年

↑生均课程（门数）

校均值 0.1454 0.1460 0.1491 0.1497

最大值 0.2647 0.2593 0.2485 0.2417

最小值 0.0647 0.0646 0.0707 0.0788

中位数 0.1532 0.1555 0.1542 0.1543

→生均公共选修课（门数）

校均值 0.0153 0.0157 0.0182 0.0176

最大值 0.0591 0.0538 0.0708 0.0673

最小值 0.0022 0.0005 0.0016 0.0024

中位数 0.0134 0.0141 0.0169 0.0153

→生均专业课（门数）

校均值 0.1222 0.1220 0.1232 0.1240

最大值 0.2178 0.2123 0.2073 0.2015

最小值 0.0597 0.0558 0.0598 0.0651

中位数 0.1293 0.1306 0.1326 0.1309

↑专业课30人以下课堂占比（%）

校均值 42.68 42.97 43.85 44.27

最大值 64.97 67.45 67.99 67.01

最小值 18.64 20.38 18.14 22.26

中位数 45.03 43.75 45.16 46.87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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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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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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评
报
告

教学状态数据分析报告

在校生学习体验调研报告

就业数据分析报告

本科毕业生跟踪调查报告

13 3
1+3+3 校内外综合评价      

自查报告教学报告 就业报告

评估中心提供                  高校提供             就业指导中心提供

评估视角更加全面——立体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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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

工程

师范

医学

理学农林

人文

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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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反馈会（审核评估）发言示例

学校生师比

20.56:1

• 合格标准   18：1

• 国务院学位办公布的申请博士学位授予单

位的必要条件之一      16：1

• 国内外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生师比一般都不

小于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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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1）办学支撑条件明显不足，与创办国际知名、特色鲜明的研究型大学发展

目标存在较大差距。

（2）师资队伍总量、人员结构、教学实际投入有待进一步提高。

（3）研究型、复合型、研究型与复合型并重的三类专业培养方案方向不明，

培养方案需要认真思考与凝练。

（4）国际化程度低，国内外学生交流学习机会明显偏少。

（5）本科教育改革提升与内涵建设内动力不足，需要学校层面整体规划、二

级学院加强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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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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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指 标 监 测

p 监 测 报 告

国家数据平台
开展的监测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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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指 标 监 测

p 监 测 报 告

国家数据平台
开展的监测预警

“整体+专题”系列质量监测报告

报告 报告题目（2021年度）

3份国家级整
体监测报告

《普通本科院校核心指标监测预警报告》

《全国本科高校教学质量监测报告》

《31省域本科高校教学质量监测报告》

2份专题监测
报告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测报告》 简报版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测报告》 全文版

《全国本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质量专题监测报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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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提升工作价值（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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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11 第 34 页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案例二：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分析应用—填报数据分析情况列表

数据分析情况列表：数据填报完成后，可根据按《基本办学条件》、审核评估、《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学校规划、国际排名等多类文件参考体系，通过下钻、关联等多种分析方法，

生成统计数据分析情况列表，及时反馈学校教育教学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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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11 第 35 页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案例二：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分析应用—领导驾驶舱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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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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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2020年3月30日）

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二十）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优化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加快推动各地区各部门间数据共享交换，制定出
台新一批数据共享责任清单。研究建立促进企业登记、交通运输、气象等公共数据开放和数据资源有效流动的
制度规范。

（二十一）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支持构建农业、工业、交通、教
育、安防、城市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等领域规范化数据开发利用的场景。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推动人工智
能、可穿戴设备、车联网、物联网等领域数据采集标准化。

（二十二）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数据管理制度，提高数据质量和规范性，丰富
数据产品。研究根据数据性质完善产权性质。制定数据隐私保护制度和安全审查制度。推动完善适用于大数据
环境下的数据分类分级安全保护制度，加强对政务数据、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数据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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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价值

数据赋能管理

提升数据素养

数据分析的4个层次

研究质量监测

善于利用平台中的数据服务

开拓应用需求

回顾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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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 共享
谢谢，请批评指正！
ping144170730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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