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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估

自 评 表

学 校 名 称

专 业 名 称

专 业 负 责 人

联 系 电 话

电 子 信 箱

江苏省教育评估院印制

2020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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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本表内容是材料评审与现场考察的重要依据，所有数据应如

实填写，确保准确无误；

2.表格页面规格统一为 A4 纸双面打印，选用“小四”号宋体，

电子文本一律用 word 文档制作；

3.文本样式一般不要自行调整，相关栏目填写不下时，可延长

文字框，但需保持文本规范、美观；

4.专业自评报告一般在 1500 字左右，按要求填写，重点突出，

语言精准简练；

5.二级指标分项自评情况说明一般在 1000 字左右，重点说明三

个部分内容：该指标达成情况、主要成效与特色、存在问题及成因

分析；

6.有关统计数据与状态统计报表数据一致；

7.专业建设规划，指本专业“十三五”建设规划。

8.本表实行网上填报。网上填报完成后，同时打印书面稿一式

两份（在封面上加盖单位公章）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分别寄送省教育

评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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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自评报告

填写规范要求：专业自评报告一般在 1500 字左右，主要按照（一）专业基本现状、

（二）专业建设主要成效、（三）专业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四）专业下一阶

段发展目标、思路与举措的框架填写，重点突出，语言精准简练。

本人认真阅读了《自评表》及附表的全部内容，完全明白虚假信息对专业综合

评估的危害性。现郑重声明：所有内容完全真实，如有失实，愿承担全部责任。

专业负责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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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建设自评结果汇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自评

等级

1. 专业目标与要求 1.1培养方案 1.1.1目标与要求

2. 师资队伍

2.1师资结构

2.1.1专业生师比

2.1.2专业教师结构

2.1.3具有行业背景教师

2.2教师教学和科研

创作水平与业绩

2.2.1教师教学获奖

2.2.2教师科研和创作情况

2.2.3中青年教师发展

2.3教师精力投入

2.3.1教学任务承担

2.3.2参与学生指导

2.3.3教学研究与改革

3. 教学资源

3.1教学条件

3.1.1实验室建设及管理

3.1.2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3.1.3图书与信息化资源

3.2教学投入 3.2.1教学经费

3.3社会资源的利用 3.3.1合作教育

4. 培养过程

4.1课程体系结构
4.1.1核心课程

4.1.2课程构成比例

4.2课程教学的实施
4.2.1课程教学大纲

4.2.2实践教学

5. 学生发展

5.1招生与生源情况
5.1.1招生录取情况

5.1.2转专业情况

4

.

课生

生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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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建设分项自评表

二级

指标

主要观测

点
指标内涵

自评

等级

1.1培养方案
1.1.1

目标与要求

培养目标与国家要求、社会需求及学校定位的吻合度；培

养方案制定程序规范严谨、科学；培养方案制定修订过程

中有企业行业专家参与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清单



- 6 -

二级

指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自评

等级

2.1师资结构

2.1.1
专业生师比

专业教师指从事专业课（含专业基础课）教学工作的专

任教师，专业所有在校生/专业专任教师即为专业生师比

2.1.2
专业教师结构

专业有完善的专业负责人制度，专业负责人具有高级职

称；专业教师年龄结构合理；45 岁以下专任教师中具有

博士学位的比例在 50%以上；专业教师本、硕、博学位

中至少一个学位与本专业相关或在本专业相关行业领域

具有从业 5 年以上经历的老师比例不少于 75%；主讲教

师高级职称比例不低于 40%；有一定比例的企业行业兼

职教师

2.1.3
具有行业背景

教师

专业教师具有半年以上企业或行业实践经历、参与企业

技术开发合作或取得相关专业职业资格证书或参与与专

业相关的社会服务的比例不低于 30%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清单





- 8 -

二级

指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自评

等级

2.3教师精力

投入

2.3.1
教学任务

承担

近五年高级职称教师为本科生授课比例达到 90%以上；专

业课程中近五年由高级职称教师授课比例除以高级职称

教师比例达到 0.8；企业行业兼职教师承担一定的教学任

务

2.3.2
参与学生

指导

近五年专业教师参与指导本科生科研项目、学科竞赛、学

术活动及各类比赛和创作的比例

2.3.3
教学研究与

改革

近五年专业教师参与各类教改项目、发表教学论文、出版

教材的比例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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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指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自评

等级

3.1教学条件

3.1.1
实验室建设

及管理

专业有完善的实验室管理制度；实验室生均面积、生均教

学仪器设备值符合相关专业的国家标准

3.1.2
实习实训基

地建设

有稳定、充足的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长期稳定的校外

实习实践基地数量不少于 3 个且有合作协议；面积和设施

满足实践教学要求，利用率高；指导教师数量和业务能力

符合实习、实训需求

3.1.3
图书与信息

化资源

专业图书符合国家规定并不断充实，中外文期刊能满足教

师的日常教学、科研和学生专业学习需要；专业网络课程

资源占专业课程总数比例高，使用情况良好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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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指标

主要观测

点
指标内涵

自评

等级

3.2教学投入
3.2.1

教学经费

教学日常运行经费和专业建设经费能满足专业教学要求；

专业使用教学经费合理合规，执行良好；具有一定的自筹

经费的能力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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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指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自评

等级

3.3社会资源

的利用

3.3.1
合作教育

积极开展校企、校地、校所、校校合作合作办学、合作育

人，合作教育措施具体、可行；建有校企联合实验室等人

才培养平台；行业企业对专业办学或人才培养有经费支持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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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指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自评

等级

4.1课程体系

结构

4.1.1
核心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设置符合国家标准，专业核心课程时序关系

合理；课程群（或模块）方向明确，设置合理，相关性强

4.1.2
课程构成

比例

课程体系中必修课与选修课、通识课与专业课、理论课与

实践课比例合适，其中人文社科类通识课程占总学分比例

不低于 15%，实践类课程（包括毕业设计（论文））占总学

分比例符合国家要求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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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指标

主要观测

点
指标内涵

自评

等级

4.2课程教学的

实施

4.2.1
课程教学

大纲

各课程都有完整的教学大纲，课程教学目标明确，与毕业

要求的对应关系清晰，课程教学内容能有效支撑课程教学

目标的达成；课程大纲制定程序规范，执行效果良好；教

材选用合理

4.2.2
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充分满足人才培养需要；实验课程设

置合理，实验开出率 90%以上，有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课

程比例占全部实验课程的 80%以上；实习教学计划性强，过

程管理严格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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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指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自评

等级

5.1招生与生

源情况

5.1.1
招生录取

情况
专业近五年的志愿录取率或大类招生专业分流情况

5.1.2
转专业情况

近五年本专业学生申请转出比例和外专业申请转入本专业

的比例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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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指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自评

等级

5.2学生学习

指导与跟踪

5.2.1
学业指导与

创新创业

专业具有完善的学生课堂内外学业指导制度与措施并能够

很好地执行落实，成效明显；近五年专业学生积极参加各

类创新创业项目，包括参加各类学科竞赛、比赛及获奖情

况，参加省级及以上创新创业计划项目，发表论文、作品，

获得专利、软件著作权，参与创业等

5.2.2
学习过程的

跟踪与培养

效果

专业具有完善的对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表现进行跟踪

与评估的机制；专业近五年的毕业率和学位率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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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指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自评

等级

5.3就业与

发展

5.3.1
就业质量与

满意度

毕业生就业质量情况，包括近五年应届毕业生年终就业率、

在本专业领域内的初次就业率；学生对专业教学满意度高；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总体评价高；专业建有完善的毕业生和

用人单位跟踪反馈机制或第三方调查机制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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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指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自评

等级

6.1教学质量

监控

6.1.1
质量标准与

监测

理论教学、实验（实训）、实习、考试、课程设计、毕业综

合训练、毕设设计（论文）等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齐

全、合理；对各教学环节的质量进行定期监测，依据可靠、

数据详实可查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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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指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自评

等级

6.2持续改进
6.2.1

反馈与改进
专业建有教学各个环节的持续改进机制，执行良好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清单



- 19 -

二级

指标
主要观测点 指标内涵

自评

等级

7．附加项目
7.1

专业特色

指在专业建设理念、人才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产学

合作教育、课程开发与建设、学生能力培养、教学管理与

改革等方面开展的特色工作及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得到社

会广泛认可

自评说明

支撑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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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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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才培养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