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应知应会（一）

2021 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

估实施方案（2021—2025 年）》，启动新一轮审核评估工作。

我校将于 2024 年接受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

此次审核评估实施评估分类，提供两类四种“评估方案”供

高校选择。我校参评类型为第二类第二种，即已参加过上轮审核

评估，重点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要方向的普通本科高校。

1.什么是新一轮审核评估？

高等教育评估是我国一项持续推进 40 年的高等教育质量保

障制度，是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

管理高等教育质量，督促高校落实国家各项教育政策的综合性管

理手段，是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一轮审核评估是相对于 2013-2018 年组织实施的审核评

估而言的。2021 年 1月 21 日，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 年）》（以下简称《方

案》），启动了新一轮审核评估。新一轮审核评估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面对接新

时代教育评价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要求，引导督促高校遵循高

等教育规律和本科人才培养规律，聚焦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

升。

2.新一轮审核评估的“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新一轮审核评估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上轮审核评估的延续、

改进与升级。新一轮审核评估的“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评估导向的变化。强调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



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二是评估内涵的变化。变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为本科教育教学

评估，突出教育与教学的有机结合。

三是评估类型的变化。采取柔性分类方法，提供“两类四种”

评估方案和不同指标模块供高校自主选择。

四是评估方法的变化。采取线上与入校“一体化”评估、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等方式，当好“医生”和“教

练”，为学校“诊断把脉”，突出评估为学校服务。

五是评估功能的变化。突出评估的激励作用和约束作用，强

化评估结果使用和督导复查，评价结果供“双一流”建设成效评

价、学科评估共享使用，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精准开展工作提

供参考。

3.为什么要开展新一轮审核评估？

开展新一轮审核评估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

一是落实中央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举措。立足时代、面向未

来，统筹谋划新一轮审核评估，对落实中央教育评价改革要求，

引导高校坚定正确办学方向、抓实人才培养质量“最后一公里”

具有重要作用。

二是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紧迫任务。审核

评估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校内校外协

同联动的诊断改进机制，是加快实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制度

化、长效化的紧迫任务。

三是改进本科教育教学评估工作的内在需要。上轮审核评估

还存在评估推动高校建立立德树人落实机制力度不够、评估分类

不明确、评估结果刚性不强、评估整改乏力等不足，迫切需要在



传承经验的基础上，对审核评估工作进行改革创新。

四是顺应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新一轮审核评

估针对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的质量保障需要，体现了国

际高等教育评估的共性趋向，有利于内部质量保障与外部质量保

障的有机统一，相融互促。

4.新一轮审核评估指导思想是什么？

新一轮审核评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

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全面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坚决破除“五唯”顽瘴痼疾，扭转不科学教育评

价导向，确保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和本科教育教学核心地位。推进

评估分类，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以评促强，推动高

校积极构建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大学质量文化，建

立健全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本科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引导

高校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5.新一轮审核评估的 16 字方针是什么？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以评促强。

6.新一轮审核评估基本原则是什么？

新一轮审核评估工作遵循以下五条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立德树人。把牢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构建以立德树

人成效为根本标准的评估体系，加强对学校办学方向、育人过程、

学生发展、质量保障体系等方面的审核，引导高校构建“三全育

人”新格局。



二是坚持推进改革。紧扣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主线，坚持“以

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强化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

改进，以评估理念引领改革、以评估举措落实改革、以评估标准

检验改革，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三是坚持分类指导。适应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需求，依据不

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办学定位、培养目标、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

保障体系建设情况，实施分类评价、精准评价，引导和激励高校

各展所长、特色发展。

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建立“问题清单”，严把高校正确办学

方向，落实本科人才培养底线要求，提出改进意见建议，强化评

估结果使用和督导复查，推动高校落实主体责任、建立持续改进

长效机制，培育践行高校质量文化。

五是坚持方法创新。综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深度挖掘常态监测数据，采取线上与入校结

合、定性与定量结合、明察与暗访结合等方式，切实减轻高校负

担，提高工作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