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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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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决定》指出:“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深入推进

管办评分离。”新形势下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任重而道远，认识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意义，梳理先前评

估工作的疏漏和不足，提出新形势下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模式，是当前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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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9 年高校实施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跃居

世界第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不可否认的是，

经过了近 15 年的规模扩张之后，我国政府已明确认识到提

升高等教育质量刻不容缓。《国家教育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对此的明确表述是“提高质量

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

求。”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后，尤其

重视高等教育质量。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决定》指出:

“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深入

推进管办评分离。”
为此，教育部于 2013 年 12 月份发布了《开展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通知要求“对那些凡

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获得“合格”及以

上结论的高校均应参加审核评估。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获得“通过”结论的新建本科院校，五年

后须参加审核评估。”评估时间为 2014—2018 年。可见，新

形势下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任重而道远，认识本科教

学工作合格评估的意义，梳理先前评估工作的疏漏和不足，

提出新形势下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模式的思考是我

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新形势下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意义

1. 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重视

《国家教育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
2020 年) 》明确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往往通过培

养各级各类人才从而对于社会的发展往往起着推动和促进

的作用。高等教育更是如此，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后，

国民整体素质明显提高。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

展和世界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趋势，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越来

越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师资水平下降、科研和创新能力不

足、学科发展滞后、顶尖高校和优势学科凤毛麟角等。面对

这些问题，国家从政府、政策、策略等方面进行了布置。
从政府层面，为了促进本科高校提升教育教学质量，除

了定期进行自上而下的检查、过程评估、质量监控外，而要加

快制定高等教育基本质量标准和基本质量政策，从而指导和

教育质量建设。
从策略层面，国家相继实施了“985 工程”、“211 工程”、

“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工程。这些

工程对于引导和促进本科高校的分类发展，进而进行分类评

估和审核具有先导的作用。
2. 体现了社会的需求和期望

本科教学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它承担着为国家培

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也体现了亿万家庭

对于高等教育的期许，他们希望通过高等教育能够实现阶层

的流动和家庭命运的改变。新形势下对本科高校教学工作

进行合格评估体现社会的需求和期望。
从根本上说，来自社会与市场的需求和期望是高等教育

质量保障的支持者和高等教育教育质量的最终检验者［1］。
因此，完整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必须充分考虑社

会和市场的因素，并调动其参与评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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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开拓多种渠道，依托多种形式和平台吸收他们积极支持和

参与质量管理和评估。这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引入

第三方评估方法的运用。

二、梳理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模式的不足

1. 评估标准和过程过于泛化和形式化

教育部所依据的评估方案中的评估标准和评估过程过

于泛化和形式化。从评估方案来看，其评估模式比较单一，

主要是从高校系统内部的各项指标进行审核和评估。尽管

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实行的是“国家统筹规划，政府宏观管

理，高等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管理体制，在这

种管理体制下，统一的评估就成为了国家教育部门对高校

进行评价的必然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高校本科教学水

平评估只关注高校系统内部，而对于社会、市场的需求视而

不见。
就评估过程来看，基本上是教育部集中专家组在规定的

时间规定的高校进行评估。往往被评高校事先已经知道相

关的细节，也着实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于是，到了测评的当

天，基本上是按照规定的动作进行，诸如查阅材料、实地听

课、师生座谈、听取汇报等。基本上，所有的高校都是通过这

种方式顺顺利利地完成了评估任务，得到令自己满意的评

估结果。
2. 评估的主体过于单一

就目前而言，高校评估的主体依然是政府。而实际上，

评估工作不仅仅是政府对高校实施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

行为，其作用也不应简单理解为政府对高校教育教学过程及

质量的检查、监督和促进。从另一方面来说，评估工作不但

是政府对高等教育教学及其效果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形式，

更是政府服务高校及其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
同时，高校教学工作评估也忽视了社会力量的参与。实

际上，高校培养的人才，社会或者市场是否需要，是否适合，

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社会参与高校教学工作评估及

其质量评价，有利于进一步促进高校办学的社会化、开放化

和多样化［2］，进而从现实步骤上有助于打破高校单纯对政府

的依赖，促使高校主动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增强自主发

展能力。

三、新形势下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模式的

思考

1. 社会层面

近些年来，国家不仅仅越来越重视高校教学工作的评

估，更采用多种形式不断对其丰富完善，其中一个重要举措

就是将其引入了社会评价体系，动用广泛的社会力量对高校

评估模式进行监督。
首先，社会层面的高校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可以将社会各

种不同层次的人纳入到评估团体中。社会上不同职业、级别

的人都或多或少的与高校有相应的联系，有的是从高校毕

业，还有的是自己的孩子、亲戚在高校当中，他们对高校都有

相应的了解，也对其有较高的要求，这对高校的教学评估有

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能促使高校针对不同群体的监督意

见与要求，进行教学的多角度多层次有效推进。
其次，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构建管办评分离的整体

评估机制。将高校教学工作评估纳入到整个社会的范围内，

有助于确保评估主体与参评学校的平等互动关系形成。社

会群体的职责是既要为国家把关，更强调为学生服务，社会

做到有效“把脉”和“诊断”，以便为政府“开方”，学校“自

养”，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总体规划方向上的服务，转变

学校被动接受评估的局面。同时，社会参与评估还有助于强

化学校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强调对学生的指导和服务，重视

学生对教学工作满意。
2. 政府层面

首先，政府要加强分类指导，根据不同层次、种类、地域

来引导不同高校使用不同的且适合其自身特点的评价标准，

对那些处于偏远地区、环境相对较差的弱势学校，应当给予

“评价标准进阶制”，也就是不定过高的标准，但是通过扶持

使其教学标准不断提高，尽量达到与其他学校一致的目标。
其次，政府应当致力于高校教学评估方式的不断改进。

当前高校评估的方式主要是集中统一进校，且对高校提前告

知，这无疑会导致“提前造假”的可能性。因此，政府应当不

断改进该种方式，可以先采用一定时期内由专家自行确认进

校考察的方式逐步向随时进校靠拢，尽可能的让主动权掌握

在评估专家手里，而不是专家被高校牵引。
3. 高校自身层面

既然高校教学评估评的是高校本身，其自身就必须进行

评估模式的细致探讨。
首先，高校务必要明确评估是不是“为难”，而是提高自

身教学素质乃至办学特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这不仅需

要学校的管理对其重视，高校的各级各类教职工乃至学生都

应该看到这一点。这就要求高校必须充分利用好评估这个

平台，挖掘自身的潜力，丰富自己的的办学特色，以此为契机

来加强学校的软硬条件建设，促进学校的教育教学乃至其他

事业发展。
其次，高校要抓重点，切勿“重形式，轻内容”。当前许

多高校在对待教学评估的过程中，没有真正切实从教学水平

的提高和展示入手，而是注重采用“擦边球”的方式弄虚作

假，妄图通过转移注意力来掩饰教育教学方面的不足。这样

的结果只能是得不偿失。
因此，高校在迎接评估团体的过程中，尽量要做到淡化

程序化的东西，欢迎专家以任何形式自行深度考察，不给专

家施压，也不给自己制造麻烦，让专家来的轻松，走的自由;

这也必将使得学校功利性导向减弱，正视评建文化，自觉抵

制不正之风，最终以一种务实的态度面对日常的教学工作，

从而带来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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