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教评院 匚⒛ 18〕 3号

关于做好⒛Is年度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综合评估工作的通知

有关高校: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

评∷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苏教高 E2018〕 11号 )等文件精神,

经研究决定,自 2018年起,启 动我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

合评估。现就做好2018年度评估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估对象

省属普通高等学校2010年 以前 (含 2010年 )开始招生的计

算机专业 (代码 08∞ )大类,共包含六个专业,分别为:计算

机 科 学 与 技 术 (OgO9o1)、 软 件 工 程 (OSO9陇
)、 网 络 工 程 (OsO9O3)、

信息安全 (OsO9⒄K)、 物联网工程 (08O9“
)、 数字媒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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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906)。

省属普通高校符合条件的上述专业必须参加评估,鼓励部属

高校相关专业自愿参加评估和排名。

二、专业自评和有关材料报送

请各校对照评估工作实施方案要求,组织相关专业在做好自

评的基础上,登录
“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估系统

”

(h卸 ://pbpg川 cit。cn),于 9月 ⒛ 日前,提交 《江苏省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估自评表》(附件 )和相关数据信息:巛 自评∷

表》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后一式两份寄送省教育评估院。

各校有关专业登录评估系统的用户名和口令,以及评估系统

的基本操作指南将在工作群 (微信 )中另行通知。

三、专家评审

专家评审主要分三个环节:

1.数 据 审 核 与 公 示 ,10月 10日 -15日
;

2.专家材料评审 (网络在线 ),10月 2O-10月 30日 ;

3.现场考察,对部分专业开展现场考察,11月 中旬。现场考

察的具体时间和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四、地址与联系人

联系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 15号教育大厦 2611室 ,邮编

21OO24。 联系人:吴 立平、李峻峰、王全全 ,联系电话 :

025-83335276、  025ˉ 83335277、  025~8333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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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估自评表

江

 
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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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估

学 校 名 称

专 业 名 称

专 业 负 责 人

联 系 电 -话

电 子 信 箱

江苏省教育评估院印制

⒛18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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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本表内容是材料评审与现场考察的重要依据,所有数据应如实

填写,确保准确无误 ;

2.表格页面规格统一为 A4纸双面打印,选用
“小四”

号宋体,电

子文本一律用 word文档制作 ;

3.文 本样式一般不要 自行调整,相关栏 目填写不下时,可延长文

字框,但需保持文本规范、美观 ;

4.专 业 自评报告一般在 15OO字左右,按要求填写,重点突出,

语言精准简练 ;

5.二级指标分项 自评情况说明一般在 10OO字左右,重点说明三

个部分内容 :该指标达成情况、主要成效与特色、存在问题及成因

分析 ;

6.有 关统计数据与状态统计报表数据一致 ;

7.专业建设规划,指本专业“
十三五”

建设规划。

8.本表实行网上填报。网上填报完成后,同 时打印书面稿一式两

份 (在封面上加盖单位公章)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分别寄送省教育评

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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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自评报告

填写规范要求:专业自评报告一般在 1sO0字左右,主要按照 (一 )专业基本现状、
(二)专业建设主要成效、(三)专业目前存在的间题及其成因、(四 )专业下一阶
段发展目标、思路与举措的框架填写,重点突出,语言精准简练。

本人认真阅读了 《自评表》及附表的全部内容,完全明白虚假信息对专业综合

评估的危害性。现郑重声明:所有内容完全真实,如有失实,愿承担全部责任。

专业负责人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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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建设自评结果汇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评

级

自

等

1.专业目标与要求 1.1培养方案 1.1.1目 标与要求

2.师资队伍

2.1师资结构

2.1.1专 业生师比

2.1.2专业教师结构

2.1.3具有行业背景教师

2.2教师教学和科研
创作水平与业绩

2.2.1教师教学获奖

2.2.2教师科研和创作情况

2.2.3中 青年教师发展

2.3教师精力投入

2.3.1教学任务承担

2.3.2参与学生指导

2.3.3教学研究与改革

3.教学资源

3,1教学条件

3.1.1实验室建设及管理

3.1.2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3.1.3图 书与信息化资源

3.2教学投入 3,2.1教学经费

3.3社会资源的利用 3.3,1合 作教育

4.培养过程

4,1课程体系结构
4.1,1核心课程

4,1,2课程构成比例

4.2课程教学的实施
4.2.1课程教学大纲

4,2,2实践教学

5.学生发展

5.1招生与生源情况
5,1,1招 生录取情况

5.1.2转专业情况

5.2学生学习指导与

跟踪

5.2,1学业指导与创新创业

5.2.2学习过程的跟踪与培养效果

5.3就业与发展 5.3.2就业质量与满意度

6.质量保障
6.1教学质量监控 6,1.1质 量标准与监测

6.2持续改进 6.2.1反馈与改进

7.附加项目 7.1专业特色

注:自评等级用 A、 B、 C来表示,是专业对照指标自我评价其达成度的等级描述。A为很好地
达到了评估标准;B为基本达到评佶标准但仍有不足;C为没有达到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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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建设分项自评表

级

标
二
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獬
翎

1.1培养方

案

1.1.1

目标与要求

培养目标与国家要求、社会需求及学校定位的吻合度;培
养方案制定程序规范严谨、科学;培养方案制定修订过程

中有企业行业专家参与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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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指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自评

等级

2.I师资结

构

2.1.1

专业生师比
专业教师指从事专业课 (含专业基础课)教学工作的专任
教师,专业所有在校生/专业专任教师即为专业生师比

2.⒈2

专业教师结构

专业有完善的专业负责人制度,专业负责人具有高级职称 ;

专业教师年龄结构合理;弱 岁以下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
位的比例在 50%以上;专业教师本、硕、博学位中至少一
个学位与本专业相关或在本专业相关行业领域具有从业 5

年以上经历的老师比例不少于 75%;主讲教师高级职称比
例不低于40%;有 一定比例的企业行业兼职教师

2.⒈3

具有行业背景

教师

专业教师具有半年以上企业或行业实践经历、参与企业技
术开发合作或取得相关专业职业资格证书或参与与专业相
关的社会服务的比例不低于 30%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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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标
二
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自评

等级

2,2教师教

学和科研创

作水平与业

绩

2,2.1

教师教学获奖

近五年专业教师参加各类校级及以上教学竞赛获奖、获得
校级及以上教学类荣誉称号、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竟赛获省

级及以上等级奖,或指导学生研究性学习项目、创新创业

项目获得省级及以上立项;单人多次获奖的不重复计算

2.2.2

教师科研和创

作情况

近五年,专业教师以第一署名单位、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发表核心期刊及以上学术论文、专利、软件著作权、作品

等合计不少于 2件/人/年 、科研项目经费不少于 3万/人/年

(理工农医类专业)或 1万/人/年 (人文社科类专业);全
专业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励不少于 1项

2.2.3

中青年教师发

展

专业实施青年教师上岗培训制度;近五年50岁 以下 (不含
50岁 )∶的专业专任中青年莪师接受培养、包括参加⒊个月

及以上的国内外学术访问或课程进修、去行业单位参加 3

个月及以上实践锻炼、在职攻读硕博士学位、参加各类教

学会议或培训、各类省级人才培养对象验收合格;单人多

次接受培养的不重复计算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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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指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自评

等级

2.3教师精

力投入

2.3.1

教学任务承担

近五年高级职称教师为本科生授课比例达到 90%以上;专
业课程中近五年由高级职称教师授课比例除以高级职称教
师比例达到 0.8;企业行业兼职教师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

2.3.2

参与学生指导

近五年专业教师参与指导本科生科研项目、学科竟赛、学
术活动及各类比赛和创作的比例

2.3.3

教学研究与改

革

近五年专业教师参与各类教改项目、发表教学论文、出版
教材的比例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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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标
二
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自评

等级

3.1教学条

件

3.1.1

实验室建设及

管理

专业有完善的实验室管理制度;实验室生均面积、生均教

学仪器设备值符合相关专业的国家标准

3.⒈2

实习实训基地

建设

有稳定、充足的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长期稳定的校外

实习实践基地数量不少于 3个且有合作协议;面积和设施

满足实践教学要求,利用率高;指导教师数量和业务能力

符合实习、实训需求

3.13

图书与信息化

资源

专业图书符合国家规定并不断充实,中外文期刊能满足教

师的日常教学、科研和学生专业学习需要;专业网络课程

资源占专业课程总数比例高,使用情况良好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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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标
二
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辩
锻

3.2教学投

入

3
·

2
·ˉ
瓣
绌

教学日常运行经费和专业建设经费能满足专业教学要求 ;

专业使用教学经费合理合规,执行良好;具有一定的自筹

经费的能力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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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标
二
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评

级

自

等

3.3社会资

源的利用

3.3.1

合作

教育

积极开展校企、校地、校所、校校合作合作办学、合作育
人,合作教育措施具体、可行;建有校企联合实验室等人

才培养平台;行业企业对专业办学或人才培养有经费支持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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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指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自评

等级

4.1课程体

系结构

4.1.1

核心

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设置符合国家标准,专业核心课程时序关系

合理;课程群 (或模块)方向明确,设置合理,相关性强

4.1.2

课程构成比例

豫 程体系中必修课与选修课、通识课与专业课、理论课与

实践课比例合适,其 中人文社科类通识课程占总学分比例

不低于 15%,实践类课程 (包括毕业设计 (论文))占 总学

分比例符合国家要求           ~⊥ ___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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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标
二
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评

级

自

等

4.2课程教

学的实施

4.2.1

课程教学大纲

各课程都有完整的教学大纲,课程教学目标明确,与毕业

要求的对应关系清晰,课程教学内容能有效支撑课程教学
目标的达成;课程大纲制定程序规范,执行效果良好;教
材选用合理

4
·

2
.
2
蛾

瓣

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充分满足人才培养需要;实验课程设
置合理,实验开出率 90%以上,有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

课程比例占全部实验课程的 gO%以上;实习教学计划性强,

过程管理严格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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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标

二
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鲫
物

5.1招生与

生源情况

5.1.1

招生录取情况
专业近五年的志愿录取率或大类招生专业分流情况

5.1.2

转专业情况

近五年本专业学生申请转出比例和外专业申请转入本专业

的比例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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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标
二
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评

级

自

等

5.2学生学

习指导与跟

踪

5.2.1

学业指导与创

新创业

专业具有完善的学生课堂内外学业指导制度与措施并能够

很好地执行落实,成效明显;近五年专业学生积极参加各

类创新创业项目,包括参加各类学科竞赛、比赛及获奖情

况,参加省级及以上创新创业计划项目,发表论文、作品,

获得专利、软件著作权,参与创业等

5.2.2

学习过程的跟

踪与培养效果

专业具有完善的对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表现进行跟踪

与评估的机制;专业近五年的毕业率和学位率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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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标
二
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辩
翎

5.3就业与

发展

5.3.2

就业质量与满

意度

毕业生就业质量情况,包括近五年应届毕业生年终就业率、

在本专业领域内的初次就业率;学 生对专业教学满意度高;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总体评价高;专业建有完善的毕业生和

用人单位跟踪反馈机制或第三方调查机制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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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标
二
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洒
评

级

自

等

6.1教学质

量监控

6.1.1

质量标准与监

狈刂

理论教学、实验 (实训)、 实习、考试、课程设计、毕业综
合训练、毕设设计 (论文)等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齐
全、合理;对各教学环节的质量进行定期监测,依据可靠、

数据详实可查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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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标
二
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评

级

自

等

6.2持续改

迸

6.2.1

反馈与改进
专业建有教学各个环节的持续改进机制,执行良好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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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标
二
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洒
评

级

自

等

7.附加顼

目
7.1专业特色

指在专业建设理念、人才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产学

合作教育、课程开发与建设、学生能力培养、教学管理与

改革等方面开展的特色工作及取得的标志性成杲,得到社

会广泛认可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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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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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才培养方案

抄送:王成斌副厅长、苏春海副厅长,厅高等教育处。

江苏省教育评估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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