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本科教学内涵发展，做好合格评估各项工作

邹威华

（成都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成都　６１１１３０）＊

党的十九大精神，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对高等教育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工作部署，其核心之一

就是要求大学要在人才培养质量上下功夫，全力夯实本科教学的质量建设，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与此对应，

成都师范学院要在２０１８年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这是目前学校和外国语学院工作的重心和总

揽全局的工作。

２０１８年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是学院发展中具有历史里程碑式的大事件，既是学院历史发展的

必然，也是现实的必然要求。外国语学院在学校党委、行政的领导下，全力按照教育部评估中心“以评促建、

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指导方针，按照２０１８年初教育部最新修订的评估各指标体系，
认真落实各项工作。

学院的发展，一贯秉承大学的办学功能，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等方面全面提高学

院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学院以学校的教育理念、办学特色、办学方向，办学定位为基础，根据学校“十

三五”发展规划，确立了“培养基础教育师资为主，兼顾培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英语应用型人才”的英语专

业定位和“培养高素质翻译应用型专门人才”的翻译专业定位。同时，学院积极培育学科专业特色，突出学科

专业的基础性、人文性、师范性、行业性、应用型，强化学科专业“职前职后一体化”“教育教学与教育信息化的

深度融合”。

学院秉承学校多年办学的优良传统，在五年多普通高校本科办学的实践中，学院教职员工齐心协力，以

“一个中心、两个确立、三项保障、四个抓手”统领外国语学院的学科专业建设。具体来讲，一个中心是“以专

业人才培养质量为中心”，两个确立是“确立教育教学的中心地位，确立人文性、地方性、行业性、应用型的教

育理念”，三项保障是“以师资队伍建设为保障、以教学质量监控为保障、以教学条件为保障”，四个抓手是“以
专业课程建设为抓手、以教学研究与改革为抓手、以科学研究为抓手、以第二课堂活动为抓手”。

外国语学院学科专业建设是学院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教育部即将颁布的新时代外语类本科

教学质量标准对外语类学科专业突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无论是普通高中还是高等学校的外语类专业，都
要强调“外语教育”中必须要培养学生的“中国情怀”“国际视野”“文化意识”“思维品质”“人文素养”以及“沟

通能力”。新时代外语教育的这些特质，要求外语教育者，尤其是外语教育的管理者，要站在更高的平台，去

看待外语教育。不仅仅局限在外语的语言本身的属性和认知上，还要从语言背后蕴涵的多位特质，从高处着

眼，深挖外语教育的内核。聚焦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聚焦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滋养外语教育的各种知识要

素，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比较中汲取各自的营养。外语专业的学科建设

要把这些文化特质有机地融入到人才培养方案的全过程，开展全方位的育人，这是新时代外语教育者，尤其

是外国语学院管理者的历史使命所在，也是外语教育发展的大趋势。
外国语学院的学科专业发展，要依托学校的历史积淀和现实实际，这也是现实需要的必然选择。我校是

新建地方普通高等学校应用型专业综合改革的试点院校，外国语学院紧紧围绕这种应用型办学的指向，把本

科教育教学视为学院中心工作，全方位立体化进行人才质量的培养，注重学院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的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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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方性、行业性的学科专业属性。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学院强化英语专业的师范属性，把英语专业

与大成都平原的基础教育深度融合，把翻译专业与西南地区的行业、产业有效对接，不断更新外语教育观念，

把基础教育、行业、产业的需求与本科教育教学的课程资源整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

同时，学院深入研究其专业发展方向和专业特色，不断培育专业发展的生长点。学院在本科专业建设的

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凝练学院多年办学的实践经验，把职后师资的培养前移，重点培养“职前职后”一体化的

师范生，职后的各种资源不断整合，职前的各种教育教学改革的措施进行有机的融合，不断拓展师范生培养

的路径。外国语学院不断优化教育教学的手段和方法，把教育信息化的各种资源整合到外语教育之中，通过

微课、慕课、翻转课堂，在网络教育平台上选择“东西部课程联盟”的各种有效资源。在教育教学评价方式上，

大数据分析和测评手段充分融入学院的很多课程之中，非常直观地展示和呈现出学生、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并为此提出了有效、有针对性地解决办法，大大提高了教育教学的质量。

本科教学合格评估是全面综合评价学校和学院发展的重要手段，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在学校党政的领导

下苦练内功，从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教学条件保障、教学质量监控、实习实训等各环节、

多维度下大力气，形成“教师潜心研究教育教学和改革、学院领导全力支持和保障教学、学生全面投入教学”

的良好风气，做到心往一处用，劲往一处使，以高昂的斗志，在筑牢日常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同

时，把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的迎评工作落到实处，真抓实干，全力以赴，高质量、严要求地完成学校和学院的工

作。
（责任编辑：王有春　责任校对：暮　晨）

借力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

唐安奎

（成都师范学院 人事处，成都　６１１１３０）＊

２０１８年，成都师范学院将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这为师资队伍建设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

机遇。学校将以合格评估为契机，不断查找和发现问题，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人才队伍整体质量，

提升学校办学水平。

一、前期工作进展

学校一贯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自２０１２年以来，对照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要求，做了一系

列有针对性的准备。

第一，学习政策要求，理清工作思路。通过阅读相关政策文本、向教育部评估中心领导咨询、到兄弟院校

学习交流以及大量的研究论证，学校比较完整地把握了本科教学合格评估指标体系，比较具体地掌握了主要

概念的内涵及工作要求，据此确立了师资队伍建设的基本思路。

第二，充实教师数量，优化教师结构。过去的５年内，学校通过多种途径充实了教师队伍。目前，教师队

伍的数量和结构已经达到合格评估的要求，但某些学科或某些专业的教师仍显不足，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及

战斗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第三，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过去的５年内，围绕教师招聘、职称评审、教师培训、绩效分配、教师考核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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