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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学院人才培养合理性评价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本科教育教学

改革，持续推进专业内涵建设，全面保障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依据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

力的意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

简称《国家标准》），《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工

程教育认证标准》(以下简称《认证标准》)等相关文件精神，结

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才培养质量达成评价主要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合

理性评价与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

持续改进”的 OBE 教育理念。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晋中学院所有全日制本科专业。各专

业将评价结果作为持续改进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依据，不断持续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第二章 工作机制

第四条 人才培养合理性评价实行“学校统筹、院系负责、

专业落实"的工作机制。

第五条 教务部统筹推进合理性评价工作，对各院系开展的

合理性评价情况进行业务指导、过程管理与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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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院系参照本办法制定人才培养合理性评价实施细则，

组织各专业开展合理性评价工作，持续改进。

第三章 人才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

第七条 评价依据。《国家标准》和《认证标准》为根本依据，

学校人才培养定位和专业培养目标为内部依据，社会经济和行业

发展需求为外部依据。

第八条 评价主体与责任人。评价主体应包括毕业 5年左右

校友、专业教师、教学指导委员会、行业企业专家、同行专家、

用人单位与实习实践单位、在校生及学生家长等利益相关方。院

系主任为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责任人，分管教学的副主任和分管

学生工作的副书记组织具体实施。

第九条 评价内容。围绕学校定位、社会需求、培养目标认

同度与期许评价四个方面开展评价。

（一）学校定位。与学校办学定位一致。

（二）社会需求。符合国家、地区发展与变化需求；符合行

业、产业发展与变化需求；符合专业发展变化需求。

（三）培养目标的认同度。教师及同行专家、行业企业专家

对培养目标的认同度；毕业 5年校友和用人单位对培养目标的认

同度。

（四）期许评价。在校生对培养目标的期许评价；家长对培

养目标的期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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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评价方法。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要采用内部评价与

外部评价相结合的办法。评价开展前，应认真设计调查问卷、访

谈提纲，合理确定覆盖范围，科学选择调查对象与合理选择评价

方法等，为合理性评价做好准备工作。

评价形式 评价主体 评价内容 评价方法

内部评价

学校相关部门（职

能部门和院系）、

专业教师、师范

生。

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否符合

国家、区域基础教育发展

要求和学校发展对 人才

培养定位的要求。

对比国家、地区、

学校相关政策、文

件；访谈；座谈会

等。

外部评价

政府主管部门、实

习基地、校友、用

人单位、学生家长

等。

培养目标是否符合国家、

区域基础教育发展需求；

是否符合用人单位对人才

专业、职业基本能力和素

养的需求；是否符合校友

主流职业发展对学校教育

的需求等。

访谈、座谈会、问

卷调查、第三方调

研等。

第十一条 评价周期。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周期原则上与培

养方案的修订一致，各专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调研，适

时开展评价工作。

第十二条 评价结果及持续改进。评价结果作为修订人才培

养方案、完善评价制度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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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

第十三条评价依据。《国家标准》《认证标准》为根本依据，

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为设计依据，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达成情况

为实践依据。

第十四条评价主体与责任人。评价主体应包括毕业 5年左右

校友、同行专家、教学指导委员会、专业教师、行业企业专家、

在校生、用人单位与实习实践单位等利益相关方。分管教学副主

任为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责任人，专业负责人组织具体实施。

第十五条 评价内容。

（一）课程体系设置的合理性。

（二）课程体系设置对专业毕业要求支撑的有效性。

（三）每门课程与其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匹配性。

第十六条 评价方法。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主要采用定性评

价方法,针对不同评价主体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方式匹配评价需求,

具体方法为问卷调查、走访调研、咨询论证、访谈等。

第十七条 评价周期。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周期原则上与培

养方案的修订一致。各专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调研，适

时开展评价工作。

第十八条评价结果及运用。评价结果作为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

系、课程大纲修订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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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合理性评价过程中注重运用信息技术等手段收集

相关资料，形成评价文档，由院系存档，保存六年，相关记录要完

整、可追踪。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晋中学院人才培

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办法（试行）》（人才培养〔2022〕91号）同时

废止。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务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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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学院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评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专业内涵建设，

全面保障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家标准》）和《工程教育认证

标准》《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以下简称《认证标准》）等相关文

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评价主要包括人才培养目标

达成情况评价、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OBE 教育理念。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晋中学院所有全日制本科专业。各专业

将评价结果作为持续改进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依据，不断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

第二章 工作机制

第四条 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实行“学校统筹、院系负责、专业

落实"的工作机制。

第五条 学校统筹安排全校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评价工作，

对各院系使用评价结果的情况进行监测，结果运用于对专业评估

的范畴。

第六条 院系参照本管理办法，依据《国家标准》《认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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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制定符合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评价实施细则，成

立评价小组，定期对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进

行评价,组织整改落实，持续改进。

第三章 人才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第七条 评价依据。《国家标准》和《认证标准》为根本依据，

学校人才培养定位和专业培养目标为内部依据，社会经济和行业

发展需求为外部依据。

第八条 评价主体与责任人。评价主体包括内部评价主体和

外部评价主体。内部评价主体一般包括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专

业负责人、教研室主任、专业教师、辅导员及管理人员等。外部

评价主体一般包括校友、校外同行专家、企业行业专家、毕业后

5年左右校友、用人单位、实习单位及其他利益相关方。

院系主任为人才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责任人，分管教学的

副主任和专业负责人具体组织实施。

第九条 评价方法。人才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采用定性与

定量相结合分析方法，如走访调研、咨询研讨、问卷调查、访谈

调查、座谈会等。评价工作开展前，应根据评价目标需求认真做

好调查问卷、访谈提纲等准备工作。

第十条 评价对象与周期。评价对象为本专业毕业 5 年左右

的毕业生，原则上每 2-4 年进行一次。

第十一条 评价结果与持续改进。各专业按照认证理念要求，

将人才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结果作为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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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的重要依据。

第四章 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

第十二条 评价依据。《国家标准》《认证标准》及《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为依据。

第十三条 评价主体与责任人。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主体

包括本专业毕业生、专业教师、辅导员、院系领导及教学管理人

员、校外专家、用人单位和实习实践单位等利益相关方。

院系分管教学副主任为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责任人，各专

业成立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小组具体组织实施，评价小组主要

成员构成为：院系领导、专业负责人、教研室主任、课程组组长、

院系教学督导、骨干教师代表、辅导员和校外专家。

第十四条 评价方法。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采用直接与间

接评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一）直接评价方法。根据实际情况同课程考试等结果性评

价、课堂表现测评、作业检测、单元测试、期中考核等过程性评

价方法，技能考核、案例分析、设计展示、课程论文、专题报告、

实验实训、学生成长档案袋等表现性评价方法，毕业论文（设计）、

教育实践等综合性评价方法。基于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的直接

评价结果，具体步骤为：

第一步：计算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值。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

值为支撑该指标点的各门课程权重与课程目标达成值乘积之和。

支撑课程权重，由教研室根据支撑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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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给予权重值，毕业要求指标点各支撑课程的权重之和为 1。

第二步：计算毕业要求达成值。毕业要求达成值为各毕业要

求指标点权重与达成值乘积之和。毕业要求指标点权重由教研室

根据毕业要求指标点对毕业要求的贡献程度给予权重值，毕业要

求指标点的权重之和为 1。

（二）间接评价方法包含外部调查、问卷调查、学生访谈、

课程及大纲分析方法等。

第十五条 评价对象与周期。评价对象为本专业应届毕业生，

原则上每 2-4 年进行一次。

第十六条 评价结果及持续改进。评价小组将毕业要求达成

情况评价结果反馈各专业，各专业认真分析，查找问题，整改落

实。评价结果作为修订课程目标与教学大纲、优化课程体系、持

续开展专业评估的重要依据。

第五章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第十七条 评价依据。《课程教学大纲》为主要依据。

第十八条 评价主体和责任人。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主体

涵盖学生、专任教师、院系教学督导及管理人员等。任课教师是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的第一责任人，课程负责人、教研室主任

是课程目标达情况评价的相关责任人。

第十九条 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方法采用直接

评价与间接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一）直接评价方法具体步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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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计算课程分目标达成值。课程分目标达成值为各考

核方式达成值之和，各考核方式达成值=实际平均得分/分值×权

重。

第二步：计算整体课程达成值。整体课程达成值为各课程分

目标权重与达成值乘积之和。分目标权重由课程组根据课程分目

标对整体课程目标的贡献程度给予权重值，课程分目标权重之和

为 1。

（二）间接评价方法包含问卷调查、学生访谈、课程及大纲

分析方法等。

第二十条 评价对象与周期 评价对象为每学期上课的在校

学生，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每学期末进行。

第二十一条 评价结果及持续改进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结果及时反馈课程组，课程组认真分

析，查找问题，整改落实。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结果作为持续

优化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课程体系的重

要依据。同时也作为开展课程评估的依据。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评价过程中注重运用信

息技术等手段收集相关资料，形成评价文档，由院系存档，保存

六年，评价记录和评价报告要求完整、可追踪，

第二十三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晋中学院师范类

专业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办法（试行）》（校教字〔2020〕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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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学院师范类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实施办法（试行）》（校

教字〔2020〕25号）、《晋中学院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办法（试

行）》（校教字〔2020〕26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务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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