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质量监控、考

核评价标准 

为了加强对系部教学工作的宏观管理和指导，促进系部教学工作的规范化、

标准化、科学化建设，达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重在建设的目的，特制定系部

教学工作评价办法。 

一、制定评价体系的原则 

（一）科学性、可测性、简易性相结合的原则。依据教育部关于《高职高专

教育教学工作优秀（合格）学校评价体系》，结合我院系部教学工作的实际，精

选评价项目，采用较为简便的等级量化法，使其便于操作。 

（二）现实性、导向性和前瞻性相结合的原则。评价项目的选取和评价等级

的标准，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和前瞻性，旨在引导各系部的教学工作必须以教学改

革为核心，以更新教育观念为先导，以教学基本建设为重点，以提高教学质量为

目标，不断提高系部教学工作的整体水平。 

（三）条件。过程、效果评价相结合的原则，既注意教学条件的硬件建设，

又注重教学改革、教学建设、教学管理的实施过程，更重视教学工作的实际效果。 

二、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分值 

1.专业课程建设 
30 分 

1.1 专业建设 5 

1.2 培养计划 5 

1.3 课程建设 5 

1.4 课程计划 5 

1.5 教学大纲 5 

1.6 开课情况 5 

2.师资队伍建设 

15 分 

2.1 师资培训 3 

2.2 职称结构 2 

2.3 学历结构 2 

2.4 生师比例 2 

2.5 学术水平 3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分值 

2.6 教风建设 3 

3.教研室建设 

10 分 

3.1 教研计划 2 

3.2 教研活动 3 

3.3 教研成果 3 

3.4 教研特色 2 

4.教学改革 

20 分 

4.1 教改计划 4 

4.2 理论教改 4 

4.3 实践教改 4 

4.4 职业素质教改 4 

4.5 教法与手段改革 4 

5.教学管理 

25 分 

5.1 管理制度 3 

5.2 管理队伍 3 

5.3 质量管理 4 

5.4 文档管理 3 

5.5 考试建设 4 

5.6 实习管理 4 

5.7 学风管理 4 

三、评价等级标准（见表） 

每个评价指标分为四个等级标准，其中 A 级为优秀，B 级为良好，C 级为合

格，D 级为不合格。 

四、统计办法 

1.以系部教学工作评价委员会成员各自打分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系部的最后

成绩。 

2.对某些系部不具备某项（X项）职能的指标评价时，可采取核算法，即按

下式计算： 

实测分 

（100-X项分值）/100 

 

 

  



教学工作评价等级标准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等级标准 
A级 
分值 

评价 

A级标准 B 级标准 C 级标准 D 级标准 A B C D 

1 

专 业

与 课

程 建

设 

1.1 

专业建

设 

①专业设置合

理，需大于供，

能完成当年招

生计划。②有专

业建设规划，措

施具体。③能根

据人才市场要

求，灵活设置新

专业或调整旧

专业，新专业有

基本办学条件。 

缺一项，

成 效 较

好 

缺二项，

成 效 一

般。 

缺三项，

成 效 较

差。 

5 5 4 3 2 

1 

专 业

与 课

程 建

设 

1.2 

人才培

养方案 

培养方案能体

现培养目标与

规格，培养目标

与服务面向明

确，学生的知

识、技能、能力、

素质要求具体，

重视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培

养。 

培 养 方

案 能 体

现 培 养

目 标 与

规格，培

养 目 标

与 服 务

面 向 明

确，学生

的知识、

技能、能

力、素质

要 求 具

体，重视

创 新 精

神 和 实

践 能 力

培 养 不

够。 

培 养 方

案 能 体

现 培 养

目 标 与

规格，培

养 目 标

与 服 务

面 向 明

确，学生

的知识、

技能、能

力、素质

要 求 不

具体，重

视 创 新

精 神 和

实 践 能

力 培 养

不够。 

培 养 方

案 不 能

体 现 培

养 目 标

与规格，

培 养 目

标 与 服

务 面 向

不明确，

学 生 的

知识、技

能 、 能

力、素质

要 求 不

具体，重

视 创 新

精 神 和

实 践 能

力 培 养

不够。 

5 5 4 3 2 

1.3 

课程建

设 

承担重点课程

建设取得明显

成效，达 A类课

程标准。 

按 计 划

进行，达

B 类课程

标准。 

基 本 按

计 划 进

行，达 C

类 课 程

标准。 

达 D类课

程标准。 
5 5 4 3 2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等级标准 
A级 
分值 

评价 

A级标准 B 级标准 C 级标准 D 级标准 A B C D 

1.4 

课程计

划 

各专业有相对

稳定的课程计

划，课程设置合

理，每学期面向

全校或专业开

设的选修课不

少于 2 门。 

各 专 业

有 相 对

稳 定 的

课 程 计

划，课程

设 置 合

理，每学

期 面 向

全 校 或

专 业 开

设 的 选

修课有 1

门。 

各 专 业

有 相 对

稳 定 的

课 程 计

划，课程

设 置 较

合理，未

开 设 选

修课。 

各 专 业

有 相 对

稳 定 的

课 程 计

划，课程

设 置 不

合理。 

5 5 4 3 2 

1.5 

教学大

纲 

课程计划中各

门课程均制定

了完整的课程

标准 

有 课 程

标 准 课

程数 

A≥85% 

60% ≤

A<85% 
A<60% 5 5 4 3 2 

1.6 

开课情

况 

开出课程计划

中规定的所有

课程，课时得到
保证 

课 程 开

出率 

A≥95% 

80% ≤

A<95% 
A<80% 5 5 4 3 2 

2 
师 资
队 伍
建设 

2.1 

师资培

训 

有教师进修培

训计划，措施得

力，有青年教师

培训上岗制度，

导师制度执行
有效 

有 教 师

进 修 培

训计划，

执 行 效

果较好 

有 教 师

进 修 培

训计划，

执 行 效

果一般 

无计划，

无安排 
3 3 2.5 2 0 

2.2 

职称结

构 

高级职称教师

比例 

A≥25% 

20% ≤

A<25% 

15% ≤

A<20% 
A<15% 2 2 1.5 1 0.5 

2 
师 资
队 伍
建设 

2.3 

学历结

构 

具有研究生学

历的比例 A≥

20% 

15% ≤

A<20% 

10% ≤

A<15% 
A<10% 2 2 1.5 1 0.5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等级标准 
A级 
分值 

评价 

A级标准 B 级标准 C 级标准 D 级标准 A B C D 

2.4 

生师比

例 

在校生与专任

教师之比 A≥12 

10 ≤

A<12 
9≤A<10 A<9 2 2 1.5 1 0.5 

2.5 

学术水

平 

专任教师在各

类公开刊物上

发表的论文、专

著、奖项年人均

(篇、部、项)A

≥2 

1≤A<2 
0 ． 5 ≤

A<1 
A<0.5 3 3 2.5 2 1 

2.6 

教风建

设 

重视教风建设，

大多数教师态

度认真负责，履

行教师工作规

范、敬业爱生，

为人师表、教书

育人、教学效果

好，学生对课堂

教学的满意率

在 A≥85% 

重 视 教

风建设，

大 多 数

教 师 教

学 态 度

认 真 负

责，履行

教 师 工

作规范、

敬 业 爱

生，为人

师表、教

书育人、

教 学 效

果好 

75% ≤

A<85% 

重 视 教

风建设，

多 数 教

师 教 学

态 度 认

真负责，

履 行 教

师 工 作

规范、敬

业爱生，

为 人 师

表、教书

育人、教

学 效 果

一般 

60% ≤

A<75% 

有 教 学

责 任 事

故，教学

效果差 

A〈60% 

3 3 2.5 2 0 

3 
教 研
室 建
设 

3.1 

教研计

划 

有教研计划、总

结、能按时开展

教研活动，一学

期教研活动次

数 A≥8 

有 教 研

计划、总

结 

6≤A<8 

有 教 研

计划、总

结 

4≤A<6 

无计划、

总结 

A<4 

2 2 1.5 1 0.5 

3.2 

教研活

动 

教研活动有主

题，有记录，内

容丰富，形式多

样 

教 研 活

动 有 主

题，有记

录，内容

较丰富 

教 研 活

动 有 主

题，有记

录，内容

形 式 单

一 

教 研 活

动 无 主

题，无记

录，效果

差 

3 3 2.5 2 1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等级标准 
A级 
分值 

评价 

A级标准 B 级标准 C 级标准 D 级标准 A B C D 

3.3 

教研成

果 

教研成果突出，

每教研室每学

期发表教研文

章 2篇以上 

有 教 研

成果，每

教 研 室

每 学 期

发 表 教

研文章 1

篇 

有 教 研

成果，未

发 表 文

章 

无 教 研

成果 
3 3 2.5 2 0 

3.4 

教研特

色 

在教学、科研管

理等方面有特

色。被校内外推

广应用，效果显

著 

有 特 色

成果，有

推 广 价

值 

成 果 较

有特色，

推 广 价

值一般 

特 色 不

明显 
2 2 1.5 1 0.5 

4 
教 学
改革 

4.1 

教改方

案 

有可行的教改

方案和具体的

实施措施，并已

立项、实施 

有 可 行

的 教 改

方 案 和

实 施 措

施，已实

施，未立

项 

有 教 改

方案，未

实施 

无 教 改

方案 
4 4 3 2.5 0 

4.2 

内容教

改 

基础课与专业，

人文教育与科学

教育，理论与实

践之间的关系处

理得当，教学内

容与课程体系改

革效果好 

承担“教

学 内 容

和 课 程

体 系 改

革 ” 项

目，有阶

段 性 成

果 

有 教 学

内 容 和

课 程 体

系 方 面

的改革 

无 教 学

内 容 和

课 程 体

系 方 面

的改革 

4 4 3 2.5 0 

4.3 

实践教

改 

在职业技能，专

业实习，毕业论

文(设计)，实验

教学等实践性

教学方面，改革

成绩显著 

重 视 实

践 性 环

节教学，

成 绩 较

好 

注 意 实

践 性 环

节教学，

成 绩 一

般 

不 重 视

实 践 性

环 节 教

学 

4 4 3 2.5 0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等级标准 
A级 
分值 

评价 

A级标准 B 级标准 C 级标准 D 级标准 A B C D 

4.4 

职业素

质教改 

重视校园文化

建设，学生课外

文化，科技，体

育及社团活动

丰富多彩，形成

了良好的育人

环境，学生对人

文，科技方面选

修课选课率高 

学 生 参

与 课 外

文化、科

技 、 体

育、社团

活 动 较

多，对人

文、科技

方 面 的

选 修 课

选 课 率

较高 

部 分 学

生 参 与

课 外 文

化 、 科

技 、 体

育、社团

活动，对

人文、科

技 方 面

的 选 课

率一般 

缺 乏 对

学 生 课

外 活 动

的 组 织

和引导、

学 生 对

选 修 课

的 选 课

率较低 

4 4 3 2.5 1.5 

4.5 

教法与

手段改

革 

积极实行启发

式等多样化的

教学方法，激发

学生独立思考

和创新意识，重

视发挥学生主

体作用。多数课

程运用现代教

学手段，提高了

教学效率和教

学效果 

能 注 重

改 进 教

学方法，

较 少 课

程 运 用

了 现 代

教 学 手

段 

能 选 用

先 进 的

教 学 方

法，很少

使 用 现

代 教 学

手段 

教 学 方

法陈旧，

教 学 手

段落后 

4 4 3 2.5 1.5 

5 
教 学
管理 

5.1 

管理制

度 

教学管理制度

规范健全，执行

严格，教学秩序

优良 

教 学 管

理 制 度

规 范 健

全，执行

较严格，

教 学 秩

序良好 

管 理 制

度健全，

教 学 秩

序一般 

管 理 制

度 不 健

全，教学

秩 序 较

乱 

3 3 2.5 2 0 

5.2 

管理队

伍 

能认真履行职

责，系部领导带

头参与教育管

理的研究与改

革 

能 认 真

履 行 职

责 

基 本 能

完 成 管

理工作 

未 完 成

规 定 的

管 理 工

作 

3 3 2.5 2 1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等级标准 
A级 
分值 

评价 

A级标准 B 级标准 C 级标准 D 级标准 A B C D 

5 
教 学
管理 

5.3 

质量管

理 

每学期能进行

一次期中教学

质量检查，每学

年进行一次教

学工作自评，有

检查总结和自

评报告，检查环

节齐备，自评工

作认真 

每 学 期

有 一 次

期 中 教

学 质 量

检查，每

学 年 有

一 次 自

评，有总

结 和 报

告，检查

较认真 

每 学 期

有 一 次

期 中 教

学 质 量

检查，每

学 年 有

一 次 自

评，无总

结 和 报

告 

未 安 排

期 中 教

学 质 量

检 查 或

教 学 工

作自评 

4 4 3 2.5 1.5 

5.4 

文档管

理 

教学计划、教学

大纲、年度工作

计划、年度工作

总结、学生成绩

等教学文件完

备，建档规范 

教 学 文

件 较 齐

备，建档

规范 

教 学 文

件 较 齐

备，建档

较规范 

教 学 文

件 未 建

档 

3 3 2.5 2 1 

5.5 

考试管

理 

严格执行考试

的有关规定，考

风端正，教考分

离的专业课程

不少于 2门，试

卷评分信度高 

严 格 执

行 考 试

的 有 关

规定，考

风端正，

教 考 分

离 的 专

业 课 程

有 1门，

试 卷 评

分 信 度

较高 

能 执 行

考 试 的

有 关 规

定，考风

端正，无

教 考 分

离 的 专

业课程，

试 卷 评

分 信 度

一般 

考 风 较

差，有学

生 作 弊

不 报 现

象，试卷

评 分 信

度差 

4 4 3 2.5 0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等级标准 
A级 
分值 

评价 

A级标准 B 级标准 C 级标准 D 级标准 A B C D 

5.6 

实习管

理 

能按学校对实

习工作的统一

要求精心组织，

合理安排，实习

效果好，有实习

计划、总结，注

重实习基地建

设，学生实习成

绩的优秀及优

良率 A≥80% 

能 认 真

组织，合

理安排，

实 习 效

果较好，

有 实 习

计划、总

结 

70% ≤

A<80% 

实 习 效

果一般，

无 实 习

计划、总

结 

60% ≤

A<70% 

实 习 效

果差 

A<60% 

4 4 3 2.5 1.5 

5.7 

学风建

设 

重视学风建设，

有建设优良学

风的制度、机制

和措施，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高 

重 视 学

风建设，

有 建 设

优 良 学

风 的 制

度、机制

和措施。

学 生 学

习 的 积

极 性 较

高 

重 视 学

风建设，

措 施 落

实较差，

学 生 学

习 的 积

极 性 一

般 

不 重 视

学 风 建

设，学生

学 习 的

积 极 性

普 遍 较

差 

4 4 3 2.5 1.5 

五、本办法解释权归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