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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江南

古韵虞山

常熟理工

在水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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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现设有14个二级学院（部），
49个招生本科专业，面向全国21
个省招生；普通全日制在校本科
生20000多人。现有教职工1500多
人，高级职称640多人，博士550

多人。

常熟理工学院1958年建校（苏州
师范专科学校），2004年经教育
部批准升本。学校占地面积1800
多亩，建筑面积60多万平方米，
建有东湖和东南两个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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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7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4个教
育部“卓越计划”试点专业、2个教育部本
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2个国家级特色专业
建设点、7个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1个
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5个省“卓
越计划”试点专业（项目）、6项省重点专
业（类）、8个省特色专业。12个专业通过

教育部专业认证（6+6）。

现代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特色明显，建
立了全国第一家电梯工程学院，全省第一家光
伏科技学院，以及汽车工程、纺织服装、人工
智能、医药生物技术、智能制造等多个现代产

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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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想的

将做什么

如何做的

教
育
部
高
等
教
育
教
学
评
估
中
心



  

怎么想的

u 质量很多时候可以通过数据来反映（定性与定量的结合）；

u 数据存在于人才培养全过程；

u 数据质量除了强调数据的真实，还强调数据要覆盖人才培养全过程；

u 数据分析是质量管理的重要手段，通过数据分析变经验管理为精准管理，用数

据说话，客观记录，如实反映；通过数据分析，为决策提供依据，为持续改进提供

引领。

u 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应将基于数据的质量监测、分析和改进系统作为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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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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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分析）

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覆盖所

有质量监控项目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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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采集依靠学校学校各类业务系统，采用自
上而下的方式。分工合作，部门把关。教学质量管理处负责数据的整体

校核，提交校长办公会议审定，完成填报。教
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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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从2009年开始每年开展本科教学状态数
据采集填报工作。也是从2009年始，每年都
完成数据分析报告（质量报告）。（现在平
台能够提供分析报告自动生成功能了，减轻
了部门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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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
纵
向
、
横
向
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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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

u 数据分析报告完成后向校长办公会

议作专题汇报，突出问题导向；

u 以OA批转、编印《教学质量简报

》、质管处网站发布的形式将状态

数据分析报告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反

馈，向学校及有关职能部门提供改

进办学状况及人才培养工作的建议

，并督促持续改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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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u 通过数据分析，寻找到学校办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与
建议，供学校领导决策参考；

u 专业动态调整的依据；

u 评优考核；

u 专业评估、课程评估的数据来源。

u 。。。。。。

一直的坚持，学校上下数据意识日益增强！

用数据说话已成为共识与习惯！

教
育
部
高
等
教
育
教
学
评
估
中
心



二年建设
中期评估
（2010年）

四年建设
评估

（2007年）

六年建设
水平评估
（2011年）

认证式评
估（2018
年）

20

46
23

专业评估
（2468模式）

例：充分利用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
，完善校内专业评估“2468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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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数据分析包括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分析。根据日常监督情况对教学质量保证

项目执行情况、质量管理情况进行分析；通过教学评估，对学校教与学的情

况及教学管理工作进行分析，确定其与学校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目标的符合度

以及预防措施和改进机会；通过组织开展专项调查分析，对人才培养质量进

行综合分析；通过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平台数据采集与分析，对学校的整体办

学质量作出分析、评判。

u 所有数据分析报告通过多种途径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反馈，舆论及氛围形成的

压力有效推动学校及有关职能部门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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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我所写

查我所做

改我所做

记我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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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做什么

（注：此PPT借用教育部评估中心新一轮审核评估相关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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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充分利用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

家数据平台的强大功能，在自评

自测方面进行拓展，在继续做好

学校整体办学质量分析自评的基

础上，着手依据数据平台推进院

部评估工作，对二级学院（部）

的办学状况进行评估；

2.如何有效集成学校各类业务系

统，变静态采集为动态生成？（注：本图引用自厦门大学计国君教授学术论文）

基于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平台的二点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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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完善多元评价机制：

Ø 学校质量评价机制已初步构建，但尚不能适应校地互动的办学需要。

Ø 要解决现行评价主体单一、多为内部评价的问题；

Ø 要增加社会评价、校企共同评价环节，这两者适应校地互动办学的

需求，确保评价主体的多元。

Ø 要建立由校、企人员组成的双元二级评价组织体系，制订由教师、

学生、教学条件和专业、课程、主要教学环节构成的指标体系。

Ø 构建由校内评价、校企共同评价、社会评价、第三方评价共同构成

“多元互补”的教学质量共同评价与持续改进机制。

基于审核评估校内外综合评价的二点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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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过去的监控或评估，对规范学校办学状况，保证教学质量起到积极

作用。但对学生学习产出的关注明显不够。

Ø 要引入学生学习成果评估概念，转变评价观念，建立成果产出为主

的评价模式。将学生学习成果评量作为质量评价的核心环节， 

“学生是质量载体”、“学生参与和满意度以及学生学习成效应该

是大学质量最核心最有说服力的内容。”

Ø 学校质量监控与评估中注重输入指标与资源指标是应该的，但不能

将之等同于质量。

二是关注学生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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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1+3+3”过程评价提供了多维、立体的评价视角，除教学状态数据外，其他

5个数据分析报告能否提供常模数据，以便横向比较评判。（外）

u 提高利用“大数据”的能力，改变相对传统的数据获取方式与处理手段，以

适应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探索和实践人才培养全过程数据采集与处理系

统，真正发挥信息化技术和质量数据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改变过去数据仅服务

于“管理”的问题。（内）

二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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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批评指正！

常来常熟  常熟常来

手机：13862315015

邮箱：hwx@cslg.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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