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建办发〔2024〕4号

各教学单位:

根据《景德镇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实施方案》(景院发

〔2024〕70 号)文件要求，为进一步推进审核评估相关工作，现就本科

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评自建阶段，各教学单位相关工作安排如下，请认

真落实执行。

一、工作目标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

(2021-2025)(教督[2021]1 号) 、《江西省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

估实施方案》(赣教督[2022]8 号)等文件要求，全面做好本科教育教学

审核评估自评自建工作，重点是自评报告撰写及支撑材料、各教学单位

党政管理文件、教学档案、教学状态数据等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查漏

补缺，全面查找存在的问题，加强整改和建设，高质量完成本科教育教

学审核评估工作。

二、工作任务

各教学单位要按照审核评估要求，扎实开展自查、自评和自建工作，

主要工作任务如下:



(一)撰写学院自评报告

以教育部教学质量评估中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

(2021-2025 年)工作指南》为依据(第二类第三种指标体系)，按照《xx

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评报告（参考）》(见附件 1)，撰写本单位

《自评报告》及提供相应支撑材料(见附件 3)，并梳理出自评问题清单

(见附件 2)，各教学单位《自评报告》（格式见附件 4）、问题清单和支

撑材料初稿(电子版)，于 2025 年 1月 7 日前报送至评建办，具体要求:

1.自评报告撰写紧扣审核评估指标(第二类)中的“审核重点”内容，

不应修改一级、二级标题，指标不能少，审核重点不能丢，同时还要避

免包含与审核评估指标体系无关的内容；

2.每个“审核重点”字数 500-800 字(不含图表)，不需太长，讲求

精炼、准确；分别讲述学院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工作举措)”“做

的怎么样(取得的效果)”“做的不好的如何改进”“改进效果如何”等等;

3.体现写实性特征(体制机制、实施举措、取得成效)，无需做过多

的分析;

4.数据真实、有依据；

5.指标体系中数据要求“红线”不能踩，“底线”要守住;

6.自评报告应体现学院教育教学特色。

(二)整理与规范支撑材料

根据《自评报告》所列支撑材料清单，收集、整理并规范支撑材料，

构建本单位审核评估支撑材料体系，具体要求:

1.除试卷外，其他材料以电子化形式(Word 格式)存储建档;



2.支撑材料整理以“审核重点”为单位，针对性要强，切忌随意堆

砌;规范支撑材料，体现持续改进的理念;

3.支撑材料目录共分三级来编目

(1)一级目录:审核评估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例:1.办学方向与本

科地位;

(2)二级目录:审核评估指标体系中二级指标;例:1.1 党的领导;

(3)三级目录:审核评估指标体系中的“审核重点”所涉及的用于说

明“审核重点”的具体佐证支撑材料；

例:

1.1.1-1《景德镇学院 xx 学院“十四五”发展规划》（说明“审核

重点”的具体佐证材料）

……

4.材料时限。指标体系规定“审核重点”自 2019 年合格评估以来，

尤其是近三年：2022 年、2023 年、2024 年；2023 届、2024 届、2025

届；2022-2023 学年、2023-2024 学年、2024-2025 学年；近五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2023 年、2024 年。审核重点没有规定时限的，

视情况而定，如:反映业绩、成效等原则上可放宽到自合格评估结束(即

2019 年)以来。

(三) 修订完善自评报告

依据学校自评报告修订完善二级学院自评报告，数据、机制、存在

问题等应呼应学校自评报告，进一步补充完善支撑材料。

(四)整理规范教学档案



各教学单位要结合自评，对本单位本科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各类管理

文件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汇编和归档，2025 年 1 月 7日前完成初稿。

具体如下:

1.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整理 2020 版和 2024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以及制定方案的相关依据材料;各专业培养目标达成情况相关材

料，近三届部分专业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相关材料。

2.课程教学大纲。落实“0BE”教育理念，按照专业认证要求修订

2024 版人才培养方案中开设课程教学大纲。

3.课程考核材料。整理 2022-2023 学年、2023-2024 学年 2024-2025

学年的课程考核材料(含对应课程学生的补考、重修、缓考、毕业后返

校重修考试等各种课程考试试卷)，并单独编制试卷存档目录集中存放，

实物与目录应一一对应;按照学校相关文件要求，做好并规范

2024-2025 学年课程考核材料工作,尤其试卷分析报告要规范、分析到位，

其中目标达成分析，应根据教学大纲中课程目标内涵进行分析，不能与

上一学年本门课程试卷分析报告雷同。

4.实验实践教学材料，对近三年实验实践教学材料进行全面自查;

整理 2022-2023 学年、2023-2024 学年 2024-2025 学年学生实验实践教

学材料:并编制目录，实物与目录应一一对应;按照学校相关文件要求，

做好并规范 2024-2025 学年实验实践教学材料工作;整理好每年实验实

践教学总结材料及课程分析报告。

5.毕业论文(设计)材料。严格按教务处有关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

规范要求整理 2023 届、2024 届、2025 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设计)材



料;按照学校相关文件要求，做好并规范 2025 届毕业论文(设计)材料工

作;单独编制存档目录集中存放，在清查整理过程中，特别注意以下几

点要求:

(1)毕业论文(设计)应以专业为单位整理归档，有关工作方案(计

划)、工作总结、选题汇总及分析、成绩汇总及分析报告等材料应齐全;

(2)毕业论文(设计)各管理环节要做细。毕业论文(设计)从选题、

开题、撰写到答辩各环节签字、指导、评价、记录、评分等细节应完整，

记录要详实，评语要有针对性;

(3)毕业论文(设计)应以 pdf 和 word 格式电子版汇总存档。

6.管理规章制度(举措)。整理本单位加强党的领导、师德师风建设、

教学管理、学生教育管理等文件(举措)。

7.其他教学档案

(1)师德师风、立德树人成效、课程思政等典型案例(各 1-2 例):

(2)本单位各种会议记录本，特别关注本科教学工作专题会议记录;

(3)本单位领导、学院督导及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等听课记录本;

(4)基层教学组织教研活动记录本;

(5)各种教学检查及信息反馈等方面的材料;

(6)基层教学组织及学院督导工作计划与工作总结、学院工作计划

和年终总结等材料;

(7)学生评教、督导评教、同行评教材料;

(8)实习实训基地一览表及协议书;

(9)每个专业提供1-2个 2019年以来专业领域的优秀毕业生典型案



例及培养经验;

(10)2020 年以来教师合作研发、自制或改造实验设备清单；

(11)各专业实验(实训)教学项目清单;

(12)各专业实践(独立实验、实训)课程开设清单；

(13)各专业设计性、综合性实验开设情况统计表;

(14)近三年实验室开放情况统计表;

(15)近三年教育教学成果一览表;

(16)近三年本科生实验(训)教学、安全检查等记录。

(五)统筹安排课程教学

按计划，我校将于 2025 年 11 月 18 日进行线上评估，专家开展线

上听课看课，各教学单位要统筹安排课程教学，组织教师开展公开课、

示范课等多形式的课程教学研讨活动，组织教师磨课。任课教师要探索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案例教学、探究式教学等教学改革，注重课程育

人，融入课程思政，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升学生学习效果。

(六)加强整改建设

1.各教学单位根据审核评估指标体系，全面梳理办学方向与本科地

位、培养过程、教学资源与利用、师资队伍、学生发展、质量保障、教

学成效等方面管理制度，及时查漏补缺，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2.各教学单位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针对自查、自评中发现的

问题和不足，制定整改建设工作方案，各教学单位自身能整改建设到位

的应及时整改，需要学校协助整改建设的将整改建设方案及时报学校评

建办，由学校组织和协助进行整改建设。



附件：1.XX 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评报告（参考）

2.XX 学院本科教育教学自评问题清单

3.XX 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支撑材料目录

4.XX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评报告格式

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评建工作办公室

(代章)

2024 年 10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