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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我国高校教学评估经过二十年来的探索与实践, 由试点评估、专项评估、分类评估直到整体

评估, 有关实际操作和应用研究逐步进入全面开展阶段, 总体而言各类评估对高校办学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本文按时间溯源, 从政策法规、组织实施、制度建设及评估指标等角度进行梳理, 回顾 1985~ 2005 年的发展历

程, 并对近年 171 所高校的评估结果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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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e than 20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eval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tarted in China. It is a daily routine in

universities now. It is necessary of sum up the experience of the education evalu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ducation evalu-

ation, the content model and program are surveyed. The background, the law guarantee, the role and the government act in the

evaluation of China. shigher education are reported from 1985 to 2005. Finally the results of the evaluation of 171 universities a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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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国家的积极引导、有序组织与大力扶持, 我国高

等教育评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自上世纪 80 年代逐步蓬勃发

展起来。通过各式各样的教学评估, 在大力推动高校明确

办学思想、加大教育投入、加强教学建设、严格教学管理、

保障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为今后

持续开展高校教学评估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发展历程

我国有组织的高校教学评估活动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

代。1985 年 5 月, 中共中央 5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6

提出开展教育评估的要求, 明确 / 教育管理部门要加强对

高等教育的宏观指导和管理0, / 还要组织教育界知识界和

用人部门定期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评估。0 / 对成绩

卓著的学校给予荣誉和物质上的重点支持, 办得不好的学

校要整顿以至停办。0 其后, 国务院在 5关于第七个五年计

划的报告6 中又指出: / 要加强教育事业的管理, 逐步建立

系统的教育评估和监督制度0。为了贯彻落实有关决定精

神, 原国家教委于 1985年 6 月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召开全

国高等工程教育评估专题研讨会。会议决定通过开展以高

等工程本科教育评估为重点的研究和试点实践活动, 将教

育评估的普遍规律与我国国情结合起来, 探索建立中国特

色高等学校教育评估体系和制度, 提高高等学校的办学水

平、教育质量和改进政府对高等教育工作的宏观管理。11

月, 原国家教委颁布 5关于开展高等工程教育评估研究和

试点工作的通知6 部署开展评估试点工作。1985~ 1989 年,

原国家教委委托机械部、电子部、建设部、煤炭部、北京

市、上海市、黑龙江省和陕西省组织力量, 在有关专业和

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配合下, 在 80 多所高等工业学校进

行了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计算机

与应用等三个专业和数学、物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

四门课程的教育评估试点工作, 取得了初步的经验。

1990 年 10 月, 原国家教委颁布 5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

估暂行规定6 , 明确 / 普通高校教育评估是国家对高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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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的重要形式, 由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组织

实施0。 5暂行规定6 对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的目的、作用、

形式、组织和程序作了具体要求, 希望通过对普通高校进

行教育评估来增强高校主动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 不断提

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从而确立了我国高校评估制度的

基本框架。5暂行规定6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个关于

教育评估的行政法规性专门文件, 为教育评估的进一步发

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年底, 原国家教委对评估试点

工作进行了总结, 提出了今后教育评估逐步展开、扩大试

点、深入研究的工作方针。

1992年 12 月, 原国家教委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

议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国家教委的咨询机构, 接受国家

教委的委托, 组织力量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央各

部门申报的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进行评议。

1993年 2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 5中国教育改革

和发展纲要6 , 对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体制改

革的目标、相应教育评价的地位以及作用做了规定。 5纲

要6 第 32条明确指出, / 建立各级各类教育的质量标准和

评估指标体系。各地教育部门要把检查评估学校教育质量

作为一项经常性的任务。0 / 对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

要采取领导、专家和社会用人部门相结合的办法, 通过多

种形式进行质量评估和检查0。11 月, 中国高等教育评估研

究会成立, 提出了选优评价、合格评价和随机评价三套指

标体系, 并针对不同类型的高校设置了评估方案。

1994年原国家教委高教司全面启动本科教学工作评估,

对1976年以来新建的本科院校进行合格评估, 对原来国家

重点建设的高校开展了教学工作优秀评估, 由学校自己申

报。1995 年对西安交通大学和北方交通大学进行了优秀评

估的试点。1997年原国家教委有关部门完成了随机性水平

评估方案的制定工作, 之后在长沙铁道学院进行试点。

1999年开始对介于上述新建本科院校与重点大学两者之间

的高校进行随机性水平评估。

1997年 7 月, 原国家教委电化教育办公室发布 5关于

做好广播电视大学教学评估准备工作的通知6, 同时下达了

一系列关于教学评估的要求与标准的文件, 这是第一次对

省级广播电视大学进行教学评估。

1999年 1 月, 5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6 颁布实

施, 其中第 44 条规定 / 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教育质量,

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由其组织的评估0。教育部在

5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价的若干意

见6 中指出: / 高等学校教学工作评价是高等教育教学建设

和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 加强和改善国家教育

行政部门对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宏观管理和指导; 推动各

级教育主管部门重视和支持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 促进高

等学校不断明确办学指导思想, 改善办学条件, 加强教学

基本建设, 深化教学改革, 提高管理水平, 逐步建立和完

善自我发展, 自我约束的机制, 以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办

学效益,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0

2001 年 8 月, 教育部发布 5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

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6 指出: / 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要把教育质量特别是本科教育质量作为评估和衡量高等

学校工作的重要依据。高等学校要处理好新形势下规模与

质量, 发展与投入, 教学与科研, 改革与建设的关系, 牢

固树立人才培养的质量是高等学校生命线的观念, 学校党

政一把手作为教学质量的第一责任人要亲自抓教学质量,

定期召开教学工作会议, 及时研究解决本科教学工作中的

新情况、新问题, 不断推进高等学校的观念创新、制度创

新和工作创新, 将本科教育质量提高到一个新水平。0

2002 年 6 月, 经过反复论证之后, 教育部将原有的合

格评估、优秀评估和随机评估指标体系三类合一, 发布了

5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 (试行)6 , 以此

作为评估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的标准, 并选定

2l所高校于当年下半年开始进行评估。

2003 年 8 月, 教育部周济部长在教育部普通高校本科

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研讨班上宣布, 为进一步提高普通高校

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 教育部决定正式启动五年一轮次的

教学评估制度, 这标志着高校教学评估的制度化建设迈向

实质性进程。11 月, 教育部发布 5关于对全国 592 所普通

高等学校进行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通知6 , 明确了自

2003~ 2007年首轮对 592所高校进行评估的具体时间安排。

通过评估旨在 / 以评促建, 以评促改, 以评促管, 评建结

合, 重在建设0。当年即开始了首轮第一批对上海大学等 42

所高校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同年, 教育部还制订了

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 在对 26 所高职

高专院校进行评估试点后, 2004 年在全国高职高专领域全

面展开评估。

2004年 3 月, 国务院正式批转了教育部 52003- 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6 , 确定了我国高等教育新的政策措

施。其中全面推进高等学校教学评估工作是 / 高等学校教

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0 的重要内容, 5行动计划6 强调进

行高等学校教学评估既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措施,

也是教育行政部门转变职能、强化监督、规范管理的必然

要求。4 月,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通过认真总结前一

阶段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实践经验, 教育部对原

评估方案进行了调整和完善, 印发了 5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 (试行 )6 (教高司函[ 2004] 90 号)。

评估方案的修订版相于对 2002 年的试行版而言, 修改了主

要观测点, 调整了参考权重, 明确了等级标准, 增加了

5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合格标准6。10 月, 教育

部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正式成立 /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

评估中心0 , 其具体职责是: 根据教育部制定的方针、政策

和评估指标体系, 具体实施对高等学校、办学机构的教学

和专业教学工作的评估; 开展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及评估工

作的政策、法规和理论研究; 组织有关评估的培训和对外

交流等方面的工作。

2005 年 1 月, 教育部发布 5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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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6, 重申实施五年一轮的普通高等

学校教学工作评估制度。

在对高校本科教学质量进行整体评估的同时, 教育部

还开展了高校学科专业教学质量专项评估工作, 二十年来

先后组织了 51个国家文科人才培养基地, 84个国家理科人

才培养基地, 13 个国家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 45 个国家工

科基础课程教学基地, 35 个示范性软件学院, 8 个非通用

语种基地, 6 个法学专业 , 13 个七年制医学等学科专业的

教学评估和检查。其间一些专业协会, 如建筑、土木、城

建等协会也开展了专业评估与认证和证书相结合的探索。

另外, 从 1981年实施 5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6 起, 教

育部除了进行学位授权学科的评审和定期评估外, 还对设

立研究生院的高校进行了研究生院评估以及学位认证工作。

原国家教委为全面贯彻落实 5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6 ,

印发了 5高等学校基础课教学实验室评估办法和标准表6

并在全国高校开展了基础课教学实验室评估工作。

  二、评估实施

以 2003年开展的对全国高校进行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

估为例: 评估工作由教育部直接领导, 高等教育教学评估

中心负责组织实施。每年被评高校名单及专家组进校考察

时间等具体安排由教育部确定并发文通知。参评高校在专

家组进校前提交自评材料。通过审阅高校自评材料等考察

前的准备工作, 专家组确定进校考察的重点, 然后经实地

考察与综合分析, 形成专家组评估意见, 并提出整改措施。

专家组的评估意见和考察结果上交评估专家委员会。经过

通讯评议及专家评估委员会投票表决后, 教育部确定被评

高校的评估结论并行文公布。评估结论公开发布, 直接关

系到高校的社会声誉、自身生存与可持续发展, 因此, 所

有高校均积极准备迎评, 不敢掉以轻心。

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对每一所高校而言, 主要包括

学校自评自建、专家组进校考察和学校整改三个阶段。高

校的办学成果首先体现在自评材料之中, 乃评估基础; 专

家进校考察则代表官方予以审核确认, 是评估关键。专家

组的考察涉及面广, 信息量大, 且随机性强, 以 2003 年 12

月某高校的评估情况为例: 考察期间, 专家组审阅了该校

的自评报告; 听取了校长关于自评工作的汇报, 查阅了评

估的有关材料; 考察了图书馆、教学楼、文献中心、博物

馆、网络中心、多媒体教室、语音室、实验室、运动场、

学生食堂及学生宿舍等教学、生活设施; 参加了学生的素

质教育活动, 察看了学生早自习和晚自习, 调阅了 22 个班

的学生试卷 740余份, 学生毕业论文 (设计) 260 份; 走访

了42 个教学单位和职能部门, 随机听课 52门, 随机抽测了

数学、语文、计算机、外语等4 门课程共 372名学生的基本

知识和基础技能; 发放教师调查问卷 120 份, 学生调查问

卷1580份; 分别召开了学校领导、学科带头人和院系负责

人、中青年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离退休干部

教师代表等 23个座谈会, 共计 270 余名师生参加了座谈。

听课评价、实验能力测试、试卷及毕业论文的抽查结

果等是专家组衡量学校教学效果与办学质量的重要依据。

为减负起见, 2005 年后教育部全面取消了专家组进校后的

基础课程或主干课程的闭卷测试。

  三、评估指标

(一) 合格评估

高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指标体系中共有 11 项一

级指标、33 项二级指标 (又称作一般指标)。一级指标包括

经费投入、师资队伍、教学装备、领导投入、教务管理、

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践教学、学风建设、课程测试、

综合素质。在 33 项二级指标中有10项被定为基本指标。对

于各项指标的评估标准, 在方案中只标明了 A、C 两级, 其

中 A 对应 / 好0, C 对应 / 合格0 , 低于 C 级为 / 不合格0

(即 D级) , 介于 A、C之间的为 B级 ( /较好0 )。评估结论

设 / 合格0、 / 暂缓通过0 和 / 不合格0 三种类别: ¹ 若被

评高校二级指标的不合格数目未超过五项 (其中基本指标

不合格数不能超过一项 ) , 则该所高校的评估结论为 / 合

格0 ; º 若被评高校二级指标的不合格数目达到六项 (其中

基本指标不合格数不能超过两项) , 则为 / 暂缓通过0 ; »

若二级指标的不合格数目为六项以上或有两个以上的基本

指标不合格, 则为 /不合格0。

原国家教委规定: 评估结论为合格的高校 , 评估结果

可以作为该校今后申请教学工作优秀学校评选、新增本科

专业设置审批、申请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位授权

学科、专业点审批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评估结论为暂缓

通过的高校, 需在规定的暂缓期 ( 1- 2 年) 内积极采取措

施改善办学条件 , 加强教学基本建设, 提高管理水平, 改

进教学工作, 提高教学质量, 申请重新接受评估。评估结

论为不合格的高校, 由国家教委区别情况, 令其限期整顿、

停止招生或停办。

(二) 优秀评估

高校本科教学工作优秀评估的指标体系共有 10 项一级

指标、51 项二级指标 (其中核心项目 20 项)。一级指标包

括教学思想与教学工作思路、教学条件、师资队伍、教学

管理、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践教学、学风与教学环境、

教学效果、学校传统与教学工作特色。评估标准标明 A、C

两级, A对应于 /好0 , C 对应于 / 尚可0 , 介于 A、C 之间

的 B 级, 对应 / 较好0, 低于 C 级的 D级, 对应 / 较差0。

评估结果设 / 优秀0 和 / 未达到优秀0 两种类别。若下列

情况同时具备便为优秀: ¹ 51 个二级指标中 D级为零项;

º 20 个核心项目中 A级不少于 18 项, C 级不多于 1 项; »

31 个非核心项目中 A级不少于 25 项, C 级不多于 3 项; ¼

有学校优良传统与特色。

(三) 水平评估

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指标体系含办学指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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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师资队伍、教学条件与利用、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

教学管理、学风、教学效果共 7个一级指标以及特色项目。

在7 个一级指标中包括 19 个二级指标、44 个观测点。二级

指标中的办学思路、师资队伍数量与结构、教学基本设施、

教学经费、专业、课程、实践教学、质量控制、基础理论

与基本技能、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思想道德修养等 11 项

为重要指标。各项二级指标分为 A、B、C、D 四级, 评估

结论则设 / 优秀0、 / 良好0、/ 合格0 和 / 不合格0 四种类

别, 相应标准为: ¹ / 优秀0 要求 A \15, C [ 3, D= 0,

以及有鲜明的特色项目。其中重要指标必须 A \9, C [ 1。

º / 良好0 要求A+ B \15, D [ 1, 有特色项目。其中重要

指标A+ B \9, D= 0。 » / 合格0 必须 D [ 3, 其中重要指

标 D[ 1。教育部于 2005 年发布的 5关于做好 2005 年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通知6 (教高司函 [ 2005]

7 号) 和 5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

见6 (教高[ 2005] 1 号) 两份重要文件, 与 2004 年发布实施

的 5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 (试行) 6

(教高司函[ 2004] 90 号) 一并成为本轮次评估的重要依据。

教育部周济部长曾明确表示要将评估结果与高校新建专业、

确定招生计划、审批学位点以及财政拨款相联系。

  四、评估结果

在前期进行的高校合格评估、优秀评估和随机性水平

评估之中, 最先开始的是合格评估, 从 1993 年开始试点,

评估对象主要是 1976 年后新办的本科院校。1995年开始进

行优秀评估试点, 主要针对进入 / 211 工程0 的重点高校。

1997年开始进行随机评估的试点, 评估对象是处于上述两

者之间的高校。上述各类评估结果均为高校本系统内知晓,

唯有 2003年开展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之结果是以教育

部红头文件登载于官方网站的形式逐年对社会公开发布,

评估结论的公布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 各高校及当地政府

有关主管部门均予以高度重视。

据统计, 2003~ 2005年全国共有 171所高校接受了本科

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其中 2003 年 42 所, 2004 年 54 所,

2005 年 75 所。在教育部已公布的评估结果之中, 获得 / 优

秀0 的高校共有 93 所 ( 占 5414% ) , / 良好0 66 所 (占

3816% ) , / 合格0 12所 (占 710% ) , 无 / 不合格0。从评估

反馈的情况来看, 部分已评高校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

基础课程实验室用房与仪器数量短缺且陈旧, 生均运动场

面积不足, 缺乏专项训练场地与设施; 图书馆生均年进书

量和生均图书量等不达标; 校园网的建设与运用难以满足

本科人才培养的需要; 新办专业的教学条件较差等。师资

队伍方面存在教师中高级职称者比例偏低, 或缺乏学科带

头人 , 或学校生师比连续三年未达标等。课堂教学方面存

在教授、副教授的上课比例不达标, 或新办专业的教师教

学水平欠缺, 专业课教师缺乏等问题。总体而言, 仅就 171

所高校所得评估结果之优良比例粗略而论, 以评促建的确

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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