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以本为本”，推进

“四个回归”是山东理工大学

发展本科教育的宗旨，学校致

力于培养有社会责任、有创新

精神、有专门知识、有实践能

力、有健康身心的应用型高级

专门人才。

为 满 足 应 用 型 人 才 的 培

养需求，学校开设了“新能

过程管控
确保人才质量

“从教学实际来看，学校

认为常态化监测与评价应

纳入教学常规工作，将做

法固化为制度，让制度的

执行成为习惯，才能切实

提升教学质量和水平。”

山东理工大学质量评估评

价中心王淑君主任说。

文｜麦可思 范春骏

源汽车”“智慧医疗仪器”“绿色制药”“大数据”

等新工科创新实验班，面向新技术、新经济、新业

态培养造就多样化、创新型、德才兼备的工程科技

人才；开设机械制造、车辆、测控、软件工程、金

融学等创新实验班；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

划”，培养强实践、能管理、善创新的未来优秀工

程师；金融学（服务外包方向）、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移动互联应用方向）、物理学（微电子方向）、

软件工程（大数据方向）等四个专业实施校企合作

办学，培养实用型人才。另外，学校还设有创业精

英实验班、“万哲先”数学实验班、国外合作交流

实验班，为优秀拔尖和有特长的学生创造充分的发

展空间。

稳定“输出”高质量本科人才离不开强有力的质

量保障体系，围绕质保体系的建立和运行等相关内

容，学校质量评估评价中心王淑君主任与《麦可思

研究》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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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的“第三方”

“山东理工大学的质量监

控与保障体系建设起步早，

学校在 1998 年成立教学督导

室，制定了校、院、系领导听

课制度，在教务处设质量保障

机构并配备专职人员。”王淑

君主任介绍。在 2017 年第一

轮审核评估后，学校成立了教

学质量评估评价中心（以下

简称“评估中心”）。评估中

心独立于学校职能部门，相当

于校内第三方评估评价机构，

主要工作包括完善教学质量

监控体系，对全校本科生与研

究生的教学质量进行督查和

评估；进行教学质量信息的分

析、研究与反馈；掌握各级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教学

评估相关方针政策，了解高等

学校评估工作的最新动态，建

立有关教学评估的信息资料

库等。

2018 年，学校出台《专

业认证实施方案》和《山东理

工大学专业评估实施办法》，

将国家专业类质量标准、工程

教育认证标准纳入评估指标

体系，包括定量评估和定性评

估两大指标体系，评估程序涵

盖专业自评、自评报告外审、

专家现场考察、持续改进四

个重要环节。截至发稿，全校

24个专业参加各类专业认证，

52 个专业参加校内本科专业

评估。同时，评估中心与教务部门和学生部门建立

了联动机制，便于评估工作能够围绕学校教学重点

展开。

过程监测确保培养质量

为切实提升教学质量，王淑君主任表示，学校认

为常态化监测与评价应纳入教学常规工作，将做法

固化为制度，让制度的执行成为习惯，才能切实提

升教学质量和水平。

落实常态化监测与评价是评估中心的重要任务，

需要建立有效的组织体系、目标体系、标准体系、

内控（制度）体系和信息化平台。对此，学校建立

了校院两级培养过程常态化监测与评价组织体系，

制定了包含标准体系在内的内控制度体系，建立了

宏观微观相结合、近期远期相支撑的可动态调整的

目标体系。学校职能部门建立了信息共享的信息化

管理平台，借助国家提供的信息采集与分析平台，

相关部门每年撰写并公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和专业

人才培养状况报告等，对学校条件建设和质量提升

的持续改进工作起到监督指导作用。教学督导则

是日常教学常态化监测与评价的主要监测者，主

要从各教学环节层面进行过程监测，对每学期的

授课教师全覆盖听课和评价，将督导评价纳入教

师教学质量评价。

王淑君主任表示，评估中心成立后实施的一个

“大动作”就是加强督导队伍建设，聘任分管教学

的校长任总督学，聘任校院两级督导专家 110 人，

构成了以校内专家队伍为主、数量充足的多元化督

导专家队伍。“质保体系的良好运行离不开业务精湛、

数量充足、相对稳定的评估专家团队，专家的个人

素质、修养和专业水准直接影响各项评估结果的可

信度和采信度。”她同时介绍道。除了督导队伍外，

学校还建立了一支评估专家团队，主要由教育部专

业认证专家和秘书、学校分管教学的副院长等组成，

这批专家队伍专业素养高，熟悉教学工作。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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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会定期组织专家进行线上

集中培训和外出轮流培训，组

织交流座谈会，促使专家间

相互交流学习，并推荐高水

平的专家承担教育部专业认

证和评估工作，使其能力得

以进一步提升。

“三方”评价助力认证

为了全方位监测并提升教

学质量，评估中心正在逐步构

建“4 ＋ X”教育教学评估评

价体系。“4”代表审核评估、

教育部专业评估与认证、国际

评估与认证、教学状态常态监

测等四项官方评价。在此基础

上，学校要建立具有本校特色

的内部评估评价体系（X），

主要包括对教师、专业、课程、

实验教学、考试、毕业论文

（ 设 计）工作的评估等，同

时收集毕业生和社会对学校人

才培养的反馈信息与意见。

王淑君主任表示，官方评

估评价可以了解学校人才培养

质量在国内外处于何种水平，

校内评价可以从纵向考察专业

建设成效，从横向考察校内不

同专业或者不同课程的投入产

出比，从不同角度激发教师教

学的内生动力，促进专业建设

内涵发展。目前，学校已经完

成第一轮校内专业评估，启动

了课程评估，改进了教师教

学质量评价办法，完善了教

学名师工程实施方案。校院两级督导队伍建成之

后，启动了任课教师全覆盖听课制度，实施了教

学质量奖申报制度。以评估中心为主要组织部门，

教务处、学工部门、招生就业处等相关部门及二

级学院联合推动学校教学评估评价体系的建设与

实施。

专业认证是评估中心的工作之一，山东理工大学

近年来大力推进工程教育认证和师范专业认证等工

作，竭力将学生中心、成果导向和持续改进等核心

理念落实到培养过程中。与此同时，学校与校外第

三方评价机构（麦可思）合作，开展了应届毕业生

培养质量评价、毕业生中期发展评价和在校生评价

等项目。王淑君主任说，“学校与麦可思公司已经

合作四年了，2013 年连续做了两年，中间中断过几

年。从学校教育教学实际来看，第三方报告在持续

改进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学校与第三方机构共同研究并调整三大报告（应

届毕业生、毕业生中期发展和在校生）的指标和内

容，使其更加符合教育规律和学校实际。从报告数

据出发，学校能够判断培养方案是否具有科学性和

前瞻性，培养过程是否能够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毕业要求是否能够支撑培养目标的达成。

“学校非常重视学生自己和用人单位的看法。”

王淑君主任表示，包括学生对母校教学的满意度、

学生毕业去向处于本领域的层次、学生五年左右的

发展状况等，第三方机构能够客观公正地收集信息

并分析数据，能够实事求是地向学校领导和教师们

展示培养成果。各学院在优化培养方案、改进教学

方法和手段、加强教学条件建设、拓宽就业渠道、

专业认证和专业评估、审核评估整改等方面，也都

利用报告进行了选择性的数据采信、举证和支撑，

“针对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和师范类专业认证的不

同要求，相应问卷能紧扣课程体系、毕业要求和

培养目标，对各类认证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

为专业的持续改进提供了依据。” 王淑君主任如

是说道。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