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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第二种审核评估指标释义（五）

第二类审核评估指标体系有定性指标，又有定量指标。定性指标主要

对影响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工作的非量化核心要素进行审核，包括 8个一级

指标、26个二级指标和 79个审核重点。

5 学生发展

5.1 理想信念

5.1.1 学生理想信念和品德修养。

【释义】学校要加强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和品德修养的培养，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各环节。学生理想信念坚定，树立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具

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崇德向善、诚实守信，热爱集体、关心社

会。

5.1.2 加强学风建设，教育引导学生爱国、励志、求真、力行情况。

【释义】学风是学校学生群体或个人在对知识、能力的渴求过程中表

现出来的带有倾向性、稳定性的治学态度、学习方法和行为，是学生内在

学习态度和外在学习行为的综合表现。学风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人才

培养质量起着重要影响作用。学校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学风建设，形成充

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机制、环境和氛围，引导学生为国家发展，为追求

真理而勤奋学习、奋发图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爱国、励志、求真、力行的要求，努力成

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5.2 学业成绩及综合素质

5.2.1 学生综合应用知识能力和独立解决生产、管理和服务中实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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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能力。

【释义】学校重视学生的知识学习和学习能力培养，学生学习成效显

著。对于学术型人才培养，学生表现出基础理论扎实，知识全面，具有较

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学生表现出具有较强的

综合应用知识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和独立解决生产、管理和服务中实际问

题的能力。

指标体系设置 1个可选定量指标，即：在学期间获得国家认可的职业

资格证书学生数比例，学校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自主选择。

【可选】在学期间获得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学生数占在校生数

的比例

5.2.2 开展通识教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的措施与成效。

【释义】学校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体育、美育、

劳动教育有关政策文件精神，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采取切实有效举

措，深入开展通识教育，推进体育、美育教学改革，加强劳动教育，有效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

指标体系设置 1 个必选定量指标，即：本科生体质测试合格率达 85%。

【必选】本科生体质测试合格率达 85%。

5.2.3 社团活动、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开展情况及

育人效果。

【释义】学校积极支持各种类型健康向上的学生社团和俱乐部建设，

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注重建设美丽的校园环境和浓郁的校园文化，

使学生受到良好的感染、熏陶和激励；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学生积极投身

社会实践、参加志愿服务，增强学生表达沟通、团队合作、组织协调、实

践操作等各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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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设置 1个可选定量指标，即：为省级以上艺术展演、体育竞

赛参赛获奖学生比例，学校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自主选择。

【可选】省级以上艺术展演、体育竞赛参赛获奖学生人次数占学生

总数的比例

K 5.3 国际视野

K 5.3.1 与国（境）外大学合作办学、合作育人以及与本科教育相关

的国际交流活动和来华留学生教育开展情况。

【释义】学校要主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推进与国（境）外高水平大学开展联合办学、联合培养，支持中外

高校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学位互授联授。重视来华留学生教育，提高来

华留学生培养质量。

K5.3.2 国际先进教育理念、优质教育资源的吸收内化、培育和输出

共享情况。

【释义】学校要学习和引进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积极推动优质教育

资源的吸收内化、培育和输出共享，不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K 5.3.3 学生赴国（境）外交流、访学、实习、竞赛、参加国际会议、

合作研究等情况。

【释义】学校要积极创造条件，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国（境）外跨校和

跨文化学习交流的机会，鼓励学生赴国（境）外高校交流、访学，实习、

竞赛、参加国际会议、开展合作研究，开拓国际视野，增强跨文化交流能

力。

5.4 支持服务

5.4.1 领导干部和教师参与学生工作的情况。

【释义】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人才培养要以学生为本。学校应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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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学生，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领

导干部和教师要积极参与学生工作。落实《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和改

进高校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学生工作的通知》（教党函〔2019〕34 号）

要求，着力发挥教师在思想引导、价值引领、学业引路、行为教导、心理

疏导、就业指导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教育引导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5.4.2 学校开展学生指导服务工作（学业、职业生涯规划、就业、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心理健康咨询等）情况，学业导师、心理辅导教师、

校医等配备及师生交流活动专门场所建设情况。

【释义】学校要建立完善的学生指导服务体系，配备专门教师，提供

必要的设备和条件，开展学业指导、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就业指导和大学

生心理健康咨询，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助，确保不因贫困而辍学等，

帮助学生成长成才。学业导师、心理辅导教师、校医等配备及师生交流活

动专门场所建设满足要求。

指标体系设置 3个必选定量指标，学校须在专职辅导员比例、心理健

康教育教师比例、就业指导教师和就业工作人员比例等。

【必选】专职辅导员岗位与在校生比例≥1:200。

【必选】专职从事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与在校生比例≥1:4000 且至少

2 名。

【必选】专职就业指导教师和专职就业工作人员与应届毕业生比例

≥1:500。

5.4.3 与学分制改革和弹性学习相适应的管理制度、辅修专业制度、

双学士学位制度建设情况。

【释义】学校要以学生为中心，完善学分制和弹性学习制度，扩大学

生学习自主权、选择权；开展辅修专业、双学位专业学习，鼓励学生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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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跨专业学习，允许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和课程。

K 5.4.4 探索学生成长增值评价，重视学生学习体验、自我发展能力

和职业发展能力的具体措施及实施成效。

【释义】学校尊重每一个学生,积极探索评价模式改革，不仅关注学

生学习过程的最后产出，更看重学习过程所带来的增长；学校采取各种有

效措施，加强学生学习体验；培养学生自我发展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