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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评价，强调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

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推进高校分类评价，引导不

同类型高校科学定位，办出特色和水平。改进本科教育教学评估，

突出思想政治教育、教授为本科生上课、生师比、生均课程门数、

优势特色专业、学位论文（毕业设计）指导、学生管理与服务、学

生参加社会实践、毕业生发展、用人单位满意度等。近日，教育部

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

年）》，改进评估工作，发挥评估诊断作用，切实推动高校做好人

才培养质量提升工作。

新一轮审核评估方案充分继承上轮审核评估的有益做法和成

功经验，积极借鉴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先进理念，全面对接新时

代本科教育新要求，从评估指导思想、理念标准、方法技术等方面

系统设计、改革创新，注重发挥评估诊断作用，紧扣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具有四大突出特点：

一是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新一轮审核评估全面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建立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

验学校一切工作根本标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把立德树人融入评估全过程，增设教师、学生出现思想政治、

道德品质等负面问题能否及时发现和妥当处置情况，教材选用工作

出现负面问题的处理情况等“负面清单”，引导高校构建“三全育

人”格局，“五育并举”培养担当民族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真正让立德树人落地生根。

二是坚持人才培养中心地位。新一轮审核评估紧扣高校人才培

养这一核心任务，针对高校在科研评价和人才评价方面存在的“五

唯”顽疾，加强办学方向、育人过程、学生发展、质量保障体系建

设等方面的审核。着力扭转“重论文、轻育人”不良导向，将教授

为本科生上课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强调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第一职责，

全面引导教师潜心教书、安心育人。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结合，注

重“帽子”教师对本科人才培养的贡献，强化多元主体评价，从不

同角度了解在校生学习体验和学校人才培养情况。

三是坚持探索高校分类评价。新一轮审核评估采取柔性分类方

法，提供导向鲜明的两类四种“评估套餐”，由高校自主选择，以

评定向，引导一批高校聚焦一流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推动一批高校

聚焦学术型人才培养、促进一批高校聚焦应用型人才培养，鼓励高

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四是坚持督导评估简便高效。新一轮审核评估将切实适应信息

化时代特点，切实减轻高校负担，发挥线上评估灵活优势，深挖教

学常态数据资源，对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工作进行全面深入审核，列

出“问题清单”，突显“诊断开方”初心。强化评估整改，建立“回



头看”督导复查机制，综合运用评估、督导、通报、挂钩、问责等

手段，让审核评估工作“硬起来”，取得实效。

新一轮审核评估是深化高等教育评估改革、建设新时代中国特

色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体系的开拓之笔，《方案》出台后，如何做好

评估组织实施、充分发挥评估诊断作用，建议应重点做好五个方面

工作。

一是达共识。新一轮审核评估定位诊断和监督，在评估理念、

评估指标和评估方式都充分体现了帮助高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用

意。要通过新一轮审核评估标准解读、专家培训等多角度全方位权

威解析，把新一轮审核评估重大意义“传到位”、精髓要义“说清

楚”、任务要求“讲明白”，让高校平常心评估，和政府相向而行，

共同推动事业发展。

二是起好步。结合新一轮审核评估试点，抓紧做好有关新一轮

审核评估实施标准、规范要求和工作规程的编制工作，做好新一轮

审核评估指标体系的解读，指导高校深切理解、正确把握新一轮审

核评估的核心要义，对标对表发现自身问题、查找自身差距，切实

做好自我评估、自我诊断，把“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

以评促强”落到实处。

三是建队伍。专家队伍水平直接决定评估工作质量，要强化评

估专家队伍建设，分层分类开展专家培训，不断提升评估专家的专

业水平和业务能力；坚持“政治站位一票否决制”，完善评估专家



进退动态调整机制，确保新一轮审核评估的各项规划与设计被充分

执行、高效落地。

四是找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切实做实、做好“线上评估”

和入校考察工作，精准把脉参评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工作存在问题，

帮助高校清楚认识自身不足，指导高校“对症用药”。高校应紧握

这张由国内外一流本科教育教学专家开出的问题清单不松手，建账

立卡、对账销号，扎实推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工作。

五是督整改。建立审核评估“回头看”督导复查，对整改期内

突破办学规范和办学条件底线、评估后各项指标全面下滑的高校，

采取约谈负责人等问责措施，真正实现督导评估“长牙齿”，体现

政府监督刚性，让审核评估有用、有效。

2016 年，北京大学接受教育部的第一轮审核评估，评估专家组

对北京大学“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给予

了高度评价，认为“培养引领未来的人的总体目标”与“通识教育

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本科教育改革思路符合北京大学的定位与发

展，并从课程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专业教育等方面指出了存在的

不足。5年来，北京大学扎实整改、以评促建，在各方面取得突出

成绩，推动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展望新一轮审核评估，北京大

学将继续当好“排头兵”，积极参与、落实教育评价改革，用好审

核评估问诊把脉、推动深化改革的重要作用，加快建设一流本科教

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