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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级学院作为高校内部的办学主体，其办学质量直接影响高校整体的办学水平。在新

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下，作者针对学校建设发展及人才培养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以激发二

级学院发展动力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着眼点，构建了以绩效评价为抓手的二级学院质量保障和

提升机制，并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与实践。文章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正在开展的二级学院绩效评价

工作为例，探讨了二级学院本科生培养工作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及实施过程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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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main body of a university, the running quality of secondary colleges directly

affects the overall level of the universit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iming at the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and

the work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focusing on stimulating the development power of secondary

college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constructs the quality assurance and improvement mechanism of secondary colleges with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has also conducted thi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is paper take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secondary colleges of the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relevant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in secondary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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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国家启动统筹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建设工作。2016年，为贯彻

落实国家“双一流”建设的总体方案，陕西省启动实

施“四个一流”（即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学院、

一流专业）建设计划。国家“双一流”和陕西省“四

个一流”建设计划，其本质都是一种追赶超越的战

略，强调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2018年，

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吹响了高等教育

质量革命的号角，高校对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更加重

视，质量主体责任意识日益强烈。这一系列文件都

要求强化学校的质量保障主体意识，健全内部质量

保障体系；构建教育基本标准，确立人才培养要求，

并对照要求建立学校的本科教学自我评估制度。

构建以自我评估为基础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高等学校作为质

量保障的主体，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内部问责制

度，以保障和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1 ］二级学院

是高校实现办学目标、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和教

育教学资源优化的主体，同时也是一流大学、一流学

科建设的主要承担者和实践者，因此，打造一流大学

必须先将建设一流学院放到发展日程上。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的建设都离不开二级学院这个载体。［2 ］

当前，多数高校在学校层面制定了较为完备的本科

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有效促进了教学质量的

提高，但对于二级学院内部系统的评估则处于相对

忽略的层面。一些高校开展了二级学院专项评估工

作，但定性指标较多，量化指标不足，对影响高校和

二级学院建设发展的突出薄弱环节和重点难点考虑

不足，评价标准未充分体现立德树人和创新创业教

育的成效，政策机制导向性不强，考核结果更侧重排

出先后，对学院和教师积极性调动得不够，对学院改

革的动力激发不足。因此，建立科学合理、行之有效

的二级学院评价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二级学院本科生培养

工作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探索了以“二级学院绩效评

价”为抓手的校内自我评估和保障模式，2016年开

展了二级学院绩效评价工作试点，其中包括二级学

院本科生培养的绩效评价。并于次年在全校推广，

建立了 8个维度的二级学院年度综合绩效评价体

系，本科生培养工作的绩效评价在整个考核体系中

占比最大。

1. 评价体系的构建思路

学校以激发二级学院发展动力和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为着眼点，对标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

评价导向，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对标“双一流”

“四个一流”建设及新形势下高等教育新要求，结合

学生学习和成长满意度，针对影响本科教育发展的

突出问题，构建较为完善且操作性强的本科生培养

绩效评价体系和运行机制。旨在将二级学院的专

业特色、办学资源和发展目标结合起来，为本科人

才培养提供持续的推动力，形成循环改进、有效增

值的绩效评价体系。

2. 评价体系的基本框架

评价体系的指标项目设计主要根据以下三个

方面。首先，学校初步制定绩效评价方案，并面向

二级学院征集意见，征集意见的对象包括二级学

院领导、专业负责人、教研室主任和教学督导。在

此基础上，校教学指导委员会采取层次分析法，按

照影响和激励本科教育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程度，

将各因素分为 5个等级（同等重要、稍微重要、较强

重要、强烈重要、极端重要），并依次赋值 1、3、5、7、
9，最终遴选出所有学院共同关注、认可的重要指

标。其次，学校同步开展本科生自我学习与成长

满意度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将学生最关心的、

自我学习与发展过程中最不满意的项目纳入绩效

评价指标中，引导和督促学院持续改进。此外，对

标审核评估、专业认证评估等要求，将部分重要考

核指标纳入绩效评价指标。综合以上三点形成最

终的评价体系。指标体系设有日常教学运行与管

理、教学改革与建设、教育教学成果、专业社会影

响力、创新创业教育 5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

及若干项评价标准（表 1）。

3.指标体系评分方法

一级指标编号用 i表示，i=1，2，3，4，5，学院编

号用 j表示，j=1，2，…，17。
一级指标量化分值 Si为对应二级指标量化分

值相加，Sij表示第 j个学院对第 i个指标的评分值，

学院 5个一级指标得分系数 Kij用“归一化”方法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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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即 。

学院本科生培养总得分系数

Kj=α1K1j+α2K2j+α3K3j+α4K4j+α5K5j
其中αi为 5个一级指标权重，学校每年会根据实施

情况对一级指标权重做适当调整。

考核总得分系数排名第 1的学院得分为 100
分，其他学院得分Fj为该学院得分系数与第 1名得

分系数之比乘以100，即Fj=（Fj /max{ }Kj）×100。
二、二级学院本科生培养工作绩效

评价体系实施的关键点

高等教育改革中的活力激发和管理创新必须

以内涵建设为根本，以提高学院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为目的。［3 ］将所有影响本科教育内涵建设的关键因

素全部纳入到二级学院绩效评价的范围之中，从而

引导学院进行内涵建设。在指标设计和体系实施

过程中，应注重把握五个方面的关键点。

1.正向奖励为主，负向警示为辅

注重指标项过程管理的有效度和实施成效的

达成度，多数指标给予加分激励，少数指标进行负

分警示。如二级学院主动报送且按规定处理教学

事故则给予加分，未按规定处理则给予扣分。以此

提醒二级学院注意评价的关键点。

2.探索增值评价，突出重要业绩

在评价中不仅要考察二级学院针对某一指标

一级指标

日常教学运行与管理（K1）

教学改革与建设（K2）

教育教学成果（K3）

专业社会影响力（K4）

创新创业教育（K5）

二级指标

* 教学专项评估

* 教授、副教授上课率

* 全国英语四六级通过率

* 学分制实施

* 教学组织和运行

* 教改研究项目

* 行业协会（学会）类项目

* 专业和课程建设项目

* 教材建设项目

* 其他质量工程项目

* 书院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 高质量教学研究论文

* 教学成果奖

* 教材奖项

* 先进基层教学组织

* 教学名师（奖）

* 宝钢教师奖

* 教学竞赛及其他教学奖项

* 权威机构对专业的评价

* 专业评估认证通过情况

* 承办本科教育教学会议

* 教指委委员、专指委委员

* 创新创业竞赛获奖

* 创新创业竞赛考评

* 宝钢学生奖

* 创新创业平台建设

* 创新创业训练

* 大学生创业实践

标 准

举例

* 学院开展专业大类招生培养工作成效显著。形成学院或专业大类课

程平台体系、开展本硕博一体化培养模式改革等给予加分

* 学院严格过程管理。推行精准督导及学业帮扶效果好，学籍处理及延

期毕业人数比例减少给予加分

举例

* 学院采取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项目培育。获准各级各类教改项目、专业

建设项目、课程建设项目（特别是课程思政示范课项目）给予不同加分

* 学院高度重视教材建设。获准国家级精品教材、国家级和省部级规划

教材给予不同加分

* 学院积极推进课程信息化建设。当年度在学校指定平台新开设

MOOC课程、新开设双语课程、新开设全英文课程给予不同加分

举例

* 学院高度重视教学成果培育。获得各级各类教学成果奖给予不同加

分

* 学院高度重视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对于建设成效显著的先进基层教

学组织给予加分

* 学院采取各项措施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对各级各类教师教学竞赛（课

堂教学创新大赛、思政大练兵大赛等）的获奖给予不同加分

举例

* 学院大力加强专业建设。对于权威机构的专业评价结果，按照不同评

价等级在当年给予不同分值，与上年度相比的等级变化给予增减分

* 学院积极推进专业评估认证工作。按照首次申请专业认证、首次申请

被受理、首次申请自评报告通过审查、专家进校考查，每年给予不同加

分；首次或者复评通过有效期为6年及以上、有效期为6年（有条件）及

以下的专业在当年给予不同加分

举例

* 学院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积极开设创新创业课程以提高学

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并择优遴选优秀学生参加各类创新创业竞赛。

针对获奖项目，按照一类竞赛科目、二类竞赛科目、三类竞赛科目不同

等级给予加分；按照负责竞赛学院、承担竞赛学院、参与竞赛指导学院、

学生所在学院给予不同组织分值系数和分值

* 学院积极推进创新创业平台建设。按照当年新获批省部级双创平台

（试点学院、基地等）、当年新获批国家级双创平台给予不同加分

* 学院鼓励大学生创业实践。按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注册公司、创新创

业项目注册公司且获得首轮投资给予不同加分

表1 二级学院本科生培养工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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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成度，更要注重其对照人才培养目标，查找不

足并持续改进，从而获得进步和发展的程度。在综

合业绩考核之外，还针对教师和团队设置了重要业

绩指标。如获得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一类 B层级

奖业绩点的比例为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第三等级=
7∶3∶1.5；一类C层级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第三等级

=3∶1.5∶0.8，等等。

3.统筹兼顾，保底线追卓越

统一的评价标准会忽略二级学院的不同发展程

度与学科特色，由此会带来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平，

形成强势学院和弱势学院的马太效应。因此，针对不

同学院的不同特点，将指标体系中的一部分指标作为

所有学院的底线指标，另一部分指标则是促使学院努

力提升办学水平的追求卓越指标。此外，在指标设计

和统计时会进行一些特殊处理，如某学院没有本科

生，则在某些二级指标总项统计时就需要区别对待；

如由“双肩挑”的职能部门负责人主持且围绕本部门

工作开展的项目、奖项，不纳入统计范围。

4.数据采集常态化，指标体系易操作

绩效评价工作一般在年底进行，数据大多从二

级学院教务口和学生口采集，而他们的日常工作头

的绪较多，年底更加忙碌。因此，本着减负和可操

作的原则，应坚持数据的常态化采集，先期从本科

教学状态数据库进行抽取，对于缺项数据则由职能

部门或学院进行填报。这样不仅避免增加二级学

院的工作量，也能真实反映其本科生培养工作的实

际状态。

5.数据处理归一化，评价结果易接受

在充分考虑了不同学院办院基础、学科特点及

成果取得的难易程度后，在结果统计时将二级指标

数据归一化，在每个一级指标维度之内进行比较。

经过归一化，把各个特征的数据控制在相同的区间

内，达到梯度优化和最优的收敛过程，这样就避免

了某个学院在某个一级指标分值过大或者过小而

对总分产生直接影响。

三、结论与启示

二级学院本科生培养工作绩效评价进一步提

高了广大师生和教学管理人员的质量意识，使教师

更加回归本分，潜心教书育人；使学生更加回归常

识，努力刻苦学习。影响本科生培养质量的重点指

标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由此形成了二级学院的

良性竞争发展机制，产生了一批标杆性的学院引领

示范，实现了学校在建设和发展中有内涵的质量提

高和有方向的水平提升。由于此项工作涉及面广，

系统性强，尚存在一部分指标项目不健全、内涵显

示度不充分等问题。因此，为了更好发挥绩效评价

在高校建设与发展中的指挥棒作用，对这些指标应

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探索。

1.对高校内涵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一，建立二级学院的绩效评价机制能够有

效促进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大

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改革是高校实现现代大

学制度的基本要求，现代大学制度应根据大学创新

型人才培养的发展战略和运行机制建立起以人才

培养体制为主体的内部管理制度。［4 ］二级学院本科

生培养工作绩效评价进一步落实了高校建设的主

体责任和办学自主权，提升了高校治理能力和治理

水平，解决了学校和学院建设中的难点问题。

第二，以本科生培养工作为核心的二级学院

本科生培养工作绩效评价能够有效推动高校建设

高水平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本质职能，本

科教育是大学的根本，本科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是具

有战略地位的教育、是纲举目张的教育。［5 ］“以本

为本、四个回归”的提出，“新时代高教 40条”“质量

22条”等文件的出台，迫切需要高校花大力气提高

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二级学

院是提高本科教育质量、深化教育改革、内涵建设

的重要载体。开展二级学院本科生培养工作绩效

评价，能够进一步筑牢本科教育基础地位，推进高

校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第三，基于学生学习和成长满意度的二级学院

本科生培养工作绩效评价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获

得感。绩效评价工作可以进一步促进二级学院围绕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抓好人才培养工作，从而增强在

校生学业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增强毕业生的认可度

和幸福感，提高高校在毕业生及社会各方中的声誉。

2.对于进一步推广的建议

第一，评价思路要因势而新。应深刻理解和及

时跟踪高等教育发展动态和教育评价的新方向，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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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教育评价在教育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将新的

教育理念及时融入学校的教育评价体系当中，将二

级学院的教育评价作为建立健全高校内部质量保

障体系和提升高校质量文化的着力点，明晰高校内

部质量保障的实践路径，坚持质量导向，边破边立，

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

第二，评价标准要因地制宜。不同学院因学科

专业差异、办学时间长短、招生规模差异等都有自己

的特殊性。评价工作要充分注重学院间的不平衡特

点，为体现考核的可比性和本科教学的基础性，指标

体系的设置应注意将学院日常教学工作和标志性成

果有机结合起来，体现日常教学工作的指标应占据

相对较大的比重，保护弱势学院的积极性，同时将各

类教学建设项目、教学奖项等内容纳入考核体系，调

动优势学院的积极性。针对常规的、容易达成的指

标赋予相对低的分值，而对在关键领域较难达成的

指标以及审核评估、专业认证评估等导向性的指标

赋予相对高的分值，充分考虑二级学院在这些方面

对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贡献程度。

第三，评价方式要多元多维。评价体系的科学

性是评价工作开展的核心之处，针对不同主体、不

同类型教育特点要进行分类的评价设计。要坚持

多维度评价和多元评价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破

立并举，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

价，健全综合评价。［6 ］建立二级学院本科生培养的

新生态评价体系，力图从不同的维度破解二级学院

本科生培养中的“卡脖子”问题。

第四，评价体系要持续改进。应充分考虑绩效

评价体系的前瞻性和可行性，建立绩效目标设定、

绩效监测、绩效考核和绩效反馈四个阶段的实施程

序，坚持产出导向、动态调整，每年根据高等教育发

展新要求、经济与社会发展新动态、师生成长与发

展新需求以及上一轮绩效评价的执行情况进行持

续优化，形成校内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闭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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