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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测指标

（一）院校监测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思政

教育

辅导员队伍 1.辅导员生师比
全日制在校生总数[1]∶（专职辅导员数+兼职辅

导员数/3）（≤200: 1）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

规定》（教育部令第 43号）

思政课

专任教师
2.思政课专任教师生师比

全日制在校生总数∶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

数（≤350∶ 1）

《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

令第 46号）

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

3.专职从事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生师比

全日制在校生总数∶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数

（≤4000∶1，且至少 2名）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

理 健 康 工 作 专 项 行 动 计 划

（2023—2025 年）》（教体艺

〔2023〕1号）

思政工作

经费投入

4.生均年网络思政工作专

项经费

网络思政工作专项经费/全日制在校生总数（≥

30元/生）

《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体系的意见》（教思政〔2020〕
1号）

5.生均年思政工作和党务

工作队伍建设专项经费

思政工作和党务工作队伍建设专项经费/全日制

在校生总数（≥20元/生）

《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体系的意见》（教思政〔2020〕
1号）

师资

队伍
师资力量 6.生师比

折合在校生数[2]∶专任教师总数[3]（综合、师范、

民族院校，工科、农、林院校和语文、财经、

政法院校≤18∶1；医学院校≤16∶1；体育、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

核评估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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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艺术院校≤11∶1）

师资水平

7.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学

位、博士学位的比例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硕士、博士的人数/专任

教师数（艺术院校≥35%；其他院校≥50%）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

通知》（教高厅〔2011〕2号）

8.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的专任教师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数/专任教师

数（≥30%）

《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

标（试行）》（教发〔2004〕2
号）

支撑

条件

基本办学条件 9.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

（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行政办公用房面积）/
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综合、师范、民族院校≥

14平方米/生；工科、农、林院校和医学院校≥

16平方米/生；语文、财经、政法院校≥9平方

米/生；体育院校≥22平方米/生；艺术院校≥18
平方米/生）

《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

标（试行）》（教发〔2004〕2
号）

图书

10.生均图书册数

图书总册数（含电子类图书）/折合在校生数（综

合、师范、民族院校和语文、财经、政法院校

≥100 册/生；工科、农、林院校，医学院校和

艺术院校≥80册/生；体育院校≥70册/生）

《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

标（试行）》（教发〔2004〕2
号）

11.生均年新增图书册数

当年新增图书总册数（含电子类图书）/折合在

校生数（综合、师范、民族院校，语文、财经、

政法院校和艺术院校≥4册/生；工科、农、林、

医学院校和体育院校≥3册/生）

《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

标（试行）》（教发〔2004〕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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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设备

12.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值

教学与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折合在校生数

（综合、师范、民族院校，工科、农、林院校

和医学院校≥5000 元/生；体育、艺术院校≥

4000元/生；语文、财经、政法院校≥3000 元/
生）

《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

标（试行）》（教发〔2004〕2
号）

13.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

备情况

当年新增值超过 1000万元（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总值超过 1亿元适用）

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教学科研仪器

设备资产总值-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10%，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1亿元及以下

适用）

《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

标（试行）》（教发〔2004〕2
号）

教学经费投入

14.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

教学日常运行支出[4]/折合在校生数（≥1200元/
生）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

核评估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15.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占经

常性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拨

款（205类教育拨款扣除专

项拨款）与学费收入之和的

比例

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学校经常性预算内教育事

业费拨款+学费收入）（≥1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

核评估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备注：

1. 全日制在校生数=普通本、专科（高职）生数+研究生数+留学生数+预科生数+成人脱产班学生数+进修生数。



- 4 -

2. 折合在校生数=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硕士研究生在校生数*1.5+博士研究生在校生数*2+普通本专科留学生在校生数+硕士留学

生在校生数*1.5+博士留学生在校生数*2+普通预科生注册生数+成人业余本专科在校生数*0.3+成人函授本专科在校生数*0.1+网络本专

科在校生*0.1+本校中职在校生数+其他（占用教学资源的学历教育学生数，例如成人脱产本专科在校生数）。

3. 专任教师总数=本校专任教师数+本学年聘请校外教师数*0.5+临床教师数*0.5；其中：本校专任教师须承担教学任务且人事关系

在本校（原则上须连续 6个月缴纳人员养老险等社保或人员档案在本校）；校外教师须承担本校教学任务、有聘用合同和劳务费发放

记录，聘请校外教师折算数（本学年聘请校外教师数*0.5）不超过专任教师总数的四分之一；临床教师须承担教学任务且人事关系在

本校或直属附属医院。

4. 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开展普通本专科教学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支出[仅指教学基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302类），不

含教学专项拨款支出]。具体包括：教学教辅部门发生的办公费（含考试考务费、手续费等）、印刷费、咨询费、邮电费、交通费、差

旅费、出国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专用材料费（含体育维持费等）、劳务费、其他教学商品和服务支出（含

学生活动费、教学咨询研究机构会员费、教学改革科研业务费、委托业务费等）。取会计决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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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门类监测指标

1. 哲学门类专业监测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政课

程、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美育课程（公共艺术课

程）、劳动教育学分或学

时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数（17
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学分数（2学分）、

美育课程（公共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

劳动教育学时数（32学时）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

《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教材

〔2020〕6号）；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的工作方案》（教社科〔2022〕
3号）；

《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

学基本要求（试行）》（教高

厅〔2012〕4号）；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教材〔2020〕
4号）

通用

师资

队伍
数量 2.专业生师比

本专业全日制本科生[1]数∶本专业专任教

师[2]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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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3.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格，从事

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结构

4.55岁（含）以下年龄段

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 55 岁的人数/专
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5.具有非本校最高学历背

景的专任教师占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水平

6.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

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专任教

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7.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的专任教师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数/专任

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教学投入

8.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数/教授

人数

《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

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

干意见》（教高〔2018〕2号）

通用

9.师均指导毕业论文（设

计、作品）学生数量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参与指

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校内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课程

体系

课程结构
10.培养方案要求专业课

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总学分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实践环节
11.培养方案要求集中性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毕业论

文（设计、作品）、专业实习等集中性实

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

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

干意见》（教思政〔2012〕1
号）

通用

支撑

条件
实践保障

12.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

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

量加和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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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除明确标注外，“本专业全日制本科生”在下文中简称为“全日制本科生”。

2. 除明确标注外，“本专业专任教师” 在下文中简称为“专任教师”。

3. 上述备注适用于各专业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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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学门类专业监测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政

课程、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美育课程（公共艺

术课程）、劳动教育学

分或学时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数（17
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学分数（2学分）、

美育课程（公共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

劳动教育学时数（32学时）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

《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教材

〔2020〕6号）；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的工作方案》（教社科〔2022〕
3号）；

《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

学基本要求（试行）》（教高

厅〔2012〕4号）；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教材〔2020〕
4号）

通用

师资

队伍
数量

2.专业生师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3.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格，从事

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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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结构

4. 55 岁（含）以下年龄

段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 55 岁的人数/专
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5.具有非本校最高学历

背景的专任教师占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水平

6.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

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专任教

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7.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

称的专任教师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数/专任

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教学投入

8.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数/教授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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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高〔2018〕
2号）

通用

9.师均指导毕业论文（设

计、作品）学生数量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参与指

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校内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课程

体系

课程结构
10.培养方案要求专业课

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总学分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实践环节
11.培养方案要求集中性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毕业论

文（设计、作品）、专业实习等集中性实

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

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

干意见》（教思政〔2012〕1
号）

通用

支撑

条件
实践保障

12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

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

量加和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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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学门类专业监测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政

课程、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美育课程（公共艺

术课程）、劳动教育学

分或学时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数（17
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学分数（2学分）、

美育课程（公共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

劳动教育学时数（32学时）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

《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教材

〔2020〕6号）；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的工作方案》（教社科〔2022〕
3号）；

《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

学基本要求（试行）》（教高

厅〔2012〕4号）；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教材〔2020〕
4号）

通用

师资

队伍
数量

2.专业生师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3.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格，从事

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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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结构

4.55 岁（含）以下年龄

段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 55 岁的人数/专
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5.具有非本校最高学历

背景的专任教师占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水平

6.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

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专任教

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7.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

称的专任教师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数/专任

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教学投入

8.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数/教授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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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高〔2018〕
2号）

通用

9.师均指导毕业论文（设

计、作品）学生数量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参与指

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校内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课程

体系

课程结构
10.培养方案要求专业课

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总学分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实践环节
11.培养方案要求集中性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毕业论

文（设计、作品）、专业实习等集中性实

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

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

干意见》（教思政〔2012〕1
号）

通用

支撑

条件
实践保障

12.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

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

量加和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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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学门类专业监测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政

课程、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美育课程（公共艺

术课程）、劳动教育学

分或学时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数（17
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学分数（2学分）、

美育课程（公共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

劳动教育学时数（32学时）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

《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教材

〔2020〕6号）；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的工作方案》（教社科〔2022〕
3号）；

《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

学基本要求（试行）》（教高

厅〔2012〕4号）；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教材〔2020〕
4号）

通用

师资

队伍
数量

2.专业生师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3.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格，从事

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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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结构

4. 55 岁（含）以下年龄

段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 55 岁的人数/专
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5.具有非本校最高学历

背景的专任教师占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水平

6.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

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专任教

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7.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

称的专任教师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数/专任

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教学投入

8.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数/教授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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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高〔2018〕
2号）

通用

9.师均指导毕业论文（设

计、作品）学生数量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参与指

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校内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课程

体系

课程结构
10.培养方案要求专业课

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总学分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实践环节
11.培养方案要求集中性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毕业论

文（设计、作品）、专业实习等集中性实

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

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

干意见》（教思政〔2012〕1
号）

通用

支撑

条件
实践保障

12.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

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

量加和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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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13.生均本专业实验室面

积

本专业实验课使用的专业实验室总面积/全
日制本科生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特征

14.生均本专业实验室教

学仪器设备值

本专业实验课使用的专业实验室的教学仪

器设备总值/全日制本科生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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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学门类专业监测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政

课程、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美育课程（公共艺

术课程）、劳动教育学

分或学时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数（17
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学分数（2学分）、

美育课程（公共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

劳动教育学时数（32学时）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

《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教材

〔2020〕6号）；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的工作方案》（教社科〔2022〕
3号）；

《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

学基本要求（试行）》（教高

厅〔2012〕4号）；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教材〔2020〕
4号）

通用

师资

队伍
数量

2.专业生师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3.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格，从事

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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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结构

4.55 岁（含）以下年龄

段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 55 岁的人数/专
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5.具有非本校最高学历

背景的专任教师占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水平

6.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

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专任教

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7.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

称的专任教师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数/专任

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教学投入

8.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数/教授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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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高〔2018〕
2号）

通用

9.师均指导毕业论文（设

计、作品）学生数量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参与指

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校内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课程

体系

课程结构
10.培养方案要求专业课

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总学分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实践环节
11.培养方案要求集中性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毕业论

文（设计、作品）、专业实习等集中性实

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

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

干意见》（教思政〔2012〕1
号）

通用

支撑

条件
实践保障

12.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

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

量加和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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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历史学门类专业监测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政

课程、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美育课程（公共艺

术课程）、劳动教育学

分或学时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数（17
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学分数（2学分）、

美育课程（公共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

劳动教育学时数（32学时）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

《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教材

〔2020〕6号）；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的工作方案》（教社科〔2022〕
3号）；

《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

学基本要求（试行）》（教高

厅〔2012〕4号）；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教材〔2020〕
4号）

通用

师资

队伍
数量 2.专业生师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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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3.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格，从事

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结构

4. 55 岁（含）以下年龄

段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 55 岁的人数/专
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5.具有非本校最高学历

背景的专任教师占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水平

6.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

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专任教

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7.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

称的专任教师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数/专任

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教学投入

8.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数/教授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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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高〔2018〕
2号）

通用

9.师均指导毕业论文（设

计、作品）学生数量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参与指

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校内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课程

体系

课程结构
10.培养方案要求专业课

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总学分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实践环节
11.培养方案要求集中性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毕业论

文（设计、作品）、专业实习等集中性实

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

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

干意见》（教思政〔2012〕1
号）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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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支撑

条件
实践保障

12.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

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

量加和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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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理学门类专业监测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政

课程、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美育课程（公共艺

术课程）、劳动教育学

分或学时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数（17
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学分数（2学分）、

美育课程（公共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

劳动教育学时数（32学时）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

《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教材

〔2020〕6号）；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的工作方案》（教社科〔2022〕
3号）；

《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

学基本要求（试行）》（教高

厅〔2012〕4号）；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教材〔2020〕
4号）

通用

师资

队伍
数量

2.专业生师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3.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格，从事

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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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结构

4. 55 岁（含）以下年龄

段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 55 岁的人数/专
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5.具有非本校最高学历

背景的专任教师占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水平

6.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

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专任教

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7.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

称的专任教师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数/专任

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教学投入

8.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数/教授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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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高〔2018〕
2号）

通用

9.师均指导毕业论文（设

计、作品）学生数量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参与指

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校内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课程

体系

课程结构
10.培养方案要求专业课

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总学分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实践环节
11.培养方案要求集中性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毕业论

文（设计、作品）、专业实习等集中性实

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

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

干意见》（教思政〔2012〕1
号）

通用

支撑

条件
实践保障

12.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

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

量加和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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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13.生均本专业实验室面

积

本专业实验课使用的专业实验室总面积/全
日制本科生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特征

14.生均本专业实验室教

学仪器设备值

本专业实验课使用的专业实验室的教学仪

器设备总值/全日制本科生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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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学门类专业监测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政

课程、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美育课程（公共艺

术课程）、劳动教育学

分或学时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数（17
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学分数（2学分）、

美育课程（公共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

劳动教育学时数（32学时）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

《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教材

〔2020〕6号）；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的工作方案》（教社科〔2022〕
3号）；

《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

学基本要求（试行）》（教高

厅〔2012〕4号）；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教材〔2020〕
4号）

通用

师资

队伍
数量

2.专业生师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3.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格，从事

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 24 -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结构

4. 55 岁（含）以下年龄

段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 55 岁的人数/专
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5.具有非本校最高学历

背景的专任教师占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水平

6.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

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专任教

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7.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

称的专任教师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数/专任

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教学投入

8.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数/教授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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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高〔2018〕
2号）

通用

9.师均指导毕业论文（设

计、作品）学生数量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参与指

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校内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课程

体系

课程结构
10.培养方案要求专业课

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总学分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实践环节
11.培养方案要求集中性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毕业论

文（设计、作品）、专业实习等集中性实

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

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

干意见》（教思政〔2012〕1
号）

通用

支撑

条件
实践保障

12.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

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

量加和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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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13.生均本专业实验室面

积

本专业实验课使用的专业实验室总面积/全
日制本科生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特征

14.生均本专业实验室教

学仪器设备值

本专业实验课使用的专业实验室设备值/全
日制本科生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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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农学门类专业监测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政

课程、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美育课程（公共艺

术课程）、劳动教育学

分或学时数情况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数（17
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学分数（2学分）、

美育课程（公共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

劳动教育学时数（32学时）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

《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教材

〔2020〕6号）；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的工作方案》（教社科〔2022〕
3号）；

《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

学基本要求（试行）》（教高

厅〔2012〕4号）；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教材〔2020〕
4号）

通用

师资

队伍
数量

2.专业生师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3.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格，从事

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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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结构

4. 55 岁（含）以下年龄

段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 55 岁的人数/专
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5.具有非本校最高学历

背景的专任教师占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水平

6.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

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专任教

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7.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

称的专任教师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数/专任

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教学投入

8.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数/教授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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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高〔2018〕
2号）

通用

9.师均指导毕业论文（设

计、作品）学生数量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参与指

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校内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课程

体系

课程结构
10.培养方案要求专业课

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总学分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实践环节
11.培养方案要求集中性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毕业论

文（设计、作品）、专业实习等集中性实

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

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

干意见》（教思政〔2012〕1
号）

通用

支撑

条件
实践保障

12.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

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

量加和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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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13.生均本专业实验教学

仪器设备值

本专业实验教学仪器设备值/本专业全日制

本科生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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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医学门类专业监测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政

课程、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美育课程（公共艺

术课程）、劳动教育学

分或学时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数（17
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学分数（2学分）、

美育课程（公共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

劳动教育学时数（32学时）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

《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教材

〔2020〕6号）；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的工作方案》（教社科〔2022〕
3号）；

《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

学基本要求（试行）》（教高

厅〔2012〕4号）；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教材〔2020〕
4号）

通用

师资

队伍
数量

2.专业生师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3.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格，从事

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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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结构

4. 55 岁（含）以下年龄

段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 55 岁的人数/专
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5.具有非本校最高学历

背景的专任教师占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水平

6.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

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专任教

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7.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

称的专任教师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数/专任

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教学投入

8.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数/教授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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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高〔2018〕
2号）

通用

9.师均指导毕业论文（设

计、作品）学生数量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参与指

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校内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课程

体系

课程结构
10.培养方案要求专业课

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总学分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实践环节
11.培养方案要求集中性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毕业论

文（设计、作品）、专业实习等集中性实

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

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

干意见》（教思政〔2012〕1
号）

通用

支撑
实践保障

12.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

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

量加和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 31 -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条件 13.三甲直属附属医院数

量
直属附属医院中三级甲等医院数量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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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管理学门类专业监测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政

课程、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美育课程（公共艺

术课程）、劳动教育学

分或学时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数（17
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学分数（2学分）、

美育课程（公共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

劳动教育学时数（32学时）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

《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教材

〔2020〕6号）；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的工作方案》（教社科〔2022〕
3号）；

《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

学基本要求（试行）》（教高

厅〔2012〕4号）；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教材〔2020〕
4号）

通用

师资

队伍
数量

2.专业生师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3.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格，从事

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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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结构

4.55 岁（含）以下年龄

段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 55 岁的人数/专
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5.具有非本校最高学历

背景的专任教师占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水平

6.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

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专任教

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7.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

称的专任教师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数/专任

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教学投入

8.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数/教授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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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高〔2018〕
2号）

通用

9.师均指导毕业论文（设

计、作品）学生数量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参与指

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校内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课程

体系

课程结构

10.培养方案要求专业课

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总学分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11.专业课中专业核心课

程门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核心课程门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特征

实践环节
12.培养方案要求集中性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毕业论

文（设计、作品）、专业实习等集中性实

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

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

干意见》（教思政〔2012〕1
号）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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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支撑

条件
实践保障

13.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

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

量加和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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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艺术学门类专业监测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政

课程、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美育课程（公共艺术

课程）、劳动教育课程或

学时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数（17
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学分数（2学分）、

美育课程（公共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

劳动教育学时数（32学时）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

《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教材

〔2020〕6号）；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的工作方案》（教社科〔2022〕
3号）；

《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

学基本要求（试行）》（教高

厅〔2012〕4号）；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教材〔2020〕
4号）

艺术类部

分内涵项

自选

师资

队伍
数量

2.专业生师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3.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格，从事

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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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支撑文件 类型

结构

4.55岁（含）以下年龄段

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 55 岁的人数/专
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5.具有非本校最高学历

背景的专任教师占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水平

6.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

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专任教

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7.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

称的专任教师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数/专任

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教学投入

8.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数/教授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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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高〔2018〕
2号）

通用

9.师均指导毕业论文（设

计、作品）学生数量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参与指

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校内教师数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课程

体系

课程结构
10.培养方案要求专业课

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总学分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实践环节
11.培养方案要求集中性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毕业论

文（设计、作品）、专业实习等集中性实

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

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

干意见》（教思政〔2012〕1
号）

通用

支撑

条件
实践保障

12.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

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数

量加和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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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画像”指标

（一）院校“画像”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思政

教育

辅导

员队

伍

1.辅导员生师比
全日制在校生总数[1]∶（专职辅导员数

+兼职辅导员数/3）

思政

课专

任教

师

2.思政课专任教师生师

比

全日制在校生总数∶思想政治理论课

专任教师数

3.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

称的思政课专任教师占

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思政课专任

教师数/思政课专任教师数

心理

健康

教育

教师

4.专职从事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生师比

全日制在校生总数∶专职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数

思政

工作

经费

投入

5.生均年网络思政工作

专项经费

网络思政工作专项经费/全日制在校生

总数

6.生均年思政工作和党

务工作队伍建设专项经

费

思政工作和党务工作队伍建设专项经

费/全日制在校生总数

招生

专业

调整

7.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情

况

当年停招专业、新增招生专业数量；

专业招生动态调整比率（停招、新增

招生专业数量加和/上年招生专业数）

本科

生占

比

8.本科生占学生总人数

比例
全日制本科生人数/全日制在校生总数

师资

队伍

师资

力量
9.生师比 折合在校生数[2]∶专任教师总数[3]

师资

水平

10.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

学位、博士学位的比例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硕士、博士的

人数/专任教师数

11.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

称的专任教师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数/
专任教师数

支撑

条件

基本

办学

条件

12.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

积

（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行政办公用

房面积）/全日制在校生总数

图书

13.生均图书册数
图书总册数（含电子类图书）/折合在

校生数

14.生均年新增图书册数
当年新增图书总册数（含电子类图书）

/折合在校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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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设备

15.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

备值

教学与科研仪器设备总资产值/折合在

校生数

16.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

设备情况

当年新增值超过 1000万元（教学科研

仪器设备总值超过 1亿元适用）；

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教学

科研仪器设备总值-当年新增教学科

研仪器设备值）（≥10%，教学科研

仪器设备总值 1亿元及以下适用）

17.智慧教室资源情况

智慧教室千生均数量（智慧教室总数

量×1000/全日制在校生总数）；智慧

教室千生均面积（智慧教室总面积×

1000/全日制在校生总数）；智慧教室

千生均座位数（智慧教室座位总数×

1000/全日制在校生总数）

教育

基地

18.省部级及以上教学育

人基地（平台、中心）数

省部级及以上本科教学项目建设数量

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中基

地、平台、中心数量加和

19.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示

范中心数量
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示范中心数量

20.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示

范中心承担校内教学人

时总数

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示范中心承担校内

教学人时数加和

21.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基

地数量

省部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基地

数量

教学

经费

投入

22.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

支出
教学日常运行支出[4] /折合在校生数

23.生均年实践教学经费

支出

实习、实验经费数量加和/折合在校生

数

24.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占

经常性预算内教育事业

费拨款（205类教育拨款

扣除专项拨款）与学费收

入之和的比例

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学校经常性预算

内教育事业费拨款+学费收入)

备注：

1. 全日制在校生数=普通本、专科（高职）生数+研究生数+留学生数+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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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数+成人脱产班学生数+进修生数。

2. 折合在校生数=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硕士研究生在校生数*1.5+博士研

究生在校生数*2+普通本专科留学生在校生数+硕士留学生在校生数*1.5+博士留

学生在校生数*2+普通预科生注册生数+成人业余本专科在校生数*0.3+成人函授

本专科在校生数*0.1+网络本专科在校生*0.1+本校中职在校生数+其他（占用教

学资源的学历教育学生数，例如成人脱产本专科在校生数）。

3. 专任教师总数=本校专任教师数+本学年聘请校外教师数*0.5+临床教师

数*0.5；其中：本校专任教师须承担教学任务且人事关系在本校（原则上须连续

6个月缴纳人员养老险等社保或人员档案在本校）；校外教师须承担本校教学任

务、有聘用合同和劳务费发放记录，聘请校外教师折算数（本学年聘请校外教师

数*0.5）不超过专任教师总数的四分之一；临床教师须承担教学任务且人事关系

在本校或直属附属医院。

4. 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开展普通本专科教学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支出

［仅指教学基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302类），不含教学专项拨款支出］。

具体包括：教学教辅部门发生的办公费（含考试考务费、手续费等）、印刷费、

咨询费、邮电费、交通费、差旅费、出国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

培训费、专用材料费（含体育维持费等）、劳务费、其他教学商品和服务支出（含

学生活动费、教学咨询研究机构会员费、教学改革科研业务费、委托业务费等）。

取会计决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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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门类“画像”指标

1. 哲学门类专业“画像”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

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

思政课程、创新创

业教育课程、美育

课程（公共艺术课

程）、劳动教育学

分或学时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

数（17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学分数（2学分）、美育课程（公共

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劳动

教育学时数（32学时）

通用

招生
转专

业

2.专业净转入学生

数比例

（转入学生数－转出学生数）/转专

业之前学生数
通用

师资

队伍

数量

3.专业生师比
本专业全日制本科生[1]数∶本专业

专任教师[2]数
通用

4.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

格，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通用

结构

5. 55岁（含）以下

年龄段专任教师占

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55岁的人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6.专任教师职称结

构分布

专任教师中初级、中级、副高级、

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占比
通用

7.具有非本校最高

学历背景的专任教

师占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

任教师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水平

8.具有博士学位的

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9.具有副高级及以

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学术

背景

10.最高学位为本

专业学科的专任教

师占比

最高学位为本专业学科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特征

教师

发展

11.专任教师参加

培训进修、交流覆

盖率

参加培训进修（一周及以上）、交

流（三个月及以上）的专任教师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教学

投入

12.教授为本科生

授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

数/教授人数
通用

13.专业课由副高

级及以上职称专任

教师授课的学时占

比

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由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教师授课的学时

加和/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选修课

总学时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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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14.师均指导毕业

论文（设计、作品）

学生数量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
参与指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

校内教师数

通用

课程

体系

课程

结构

15.培养方案要求

专业课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

选修课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

总学分

通用

16.专业核心课程

门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核心课程门数 通用

实践

环节

17.培养方案要求

集中性实践教学环

节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专业实

习等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

/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通用

支撑

条件

实践

保障

18.接纳本专业学

生实习的校内外实

习基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

基地数量加和
通用

培养

成效

毕业

情况
19.毕业率 毕业生取得毕业证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就业

情况

20.毕业生去向落

实率
毕业生去向落实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服务

社会

21.毕业生就业行

业结构分析

毕业生就业人数排名前三的行业类

型[3]人数占比
通用

备注：

1. 除明确标注外，“本专业全日制本科生”在下文中简称为“全日制本科生”。

2. 除明确标注外，“本专业专任教师” 在下文中简称为“专任教师”。

3. 各专业门类的行业类型均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 42 -

2. 经济学门类专业“画像”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

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

思政课程、创新创

业教育课程、美育

课程（公共艺术课

程）、劳动教育学

分或学时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

数（17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学分数（2学分）、美育课程（公共

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劳动

教育学时数（32学时）

通用

招生
转专

业

2.专业净转入学生

数比例

（转入学生数－转出学生数）/转专

业之前学生数
通用

师资

队伍

数量

3.专业生师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4.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

格，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通用

结构

5. 55岁（含）以下

年龄段专任教师占

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55岁的人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6.专任教师职称结

构分布

专任教师中初级、中级、副高级、

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占比
通用

7.具有非本校最高

学历背景的专任教

师占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

任教师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水平

8.具有博士学位的

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9.具有副高级及以

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学术

背景

10.最高学位为本

专业学科的专任教

师占比

最高学位为本专业学科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特征

教师

发展

11.专任教师参加

培训进修、交流覆

盖率

参加培训进修（一周及以上）、交

流（三个月及以上）的专任教师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教学

投入

12.教授为本科生

授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

数/教授人数
通用

13.专业课由副高

级及以上职称专任

教师授课的学时占

比

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由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教师授课的学时

加和/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选修课

总学时

通用

14.师均指导毕业

论文（设计、作品）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
参与指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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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学生数量 校内教师数

课程

体系

课程

结构

15.培养方案要求

专业课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

选修课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

总学分

通用

16.专业核心课程

门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核心课程门数 通用

实践

环节

17.培养方案要求

集中性实践教学环

节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专业实

习等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

/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通用

支撑

条件

实践

保障

18.接纳本专业学

生实习的校内外实

习基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

基地数量加和
通用

19.进入实习基地

实习的本专业学生

比例

进入实习基地实习的本专业学生人

数/全日制本科生数
特征

20.本专业生均教

学仪器设备值

本专业使用的专业教学仪器设备总

值/全日制本科生数
特征

培养

成效

毕业

情况
21.毕业率 毕业生取得毕业证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就业

情况

22.毕业生去向落

实率
毕业生去向落实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服务

社会

23.毕业生就业行

业结构分析

毕业生就业人数排名前三的行业类

型人数占比
通用

24.毕业生就业对

口率

应届生去向落实职位类别为本专业

相关职业[1]的人数/应届生数
特征

备注：

1. 指职位类别为经济业务人员和金融业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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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学门类专业“画像”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

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思

政课程、创新创业教

育课程、美育课程（公

共艺术课程）、劳动

教育学分或学时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

数（17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学分数（2学分）、美育课程（公共

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劳动

教育学时数（32学时）

通用

招生
转专

业

2.专业净转入学生数

比例

（转入学生数－转出学生数）/转专

业之前学生数
通用

师资

队伍

数量

3.专业生师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4.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

格，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通用

结构

5. 55岁（含）以下年

龄段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55岁的人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6.专任教师职称结构

分布

专任教师中初级、中级、副高级、

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占比
通用

7.具有非本校最高学

历背景的专任教师占

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

任教师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水平

8.具有博士学位的专

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9.具有副高级及以上

职称的专任教师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学术

行业

背景

10.最高学位为本专

业学科的专任教师占

比

最高学位为本专业学科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特征

11.具有本专业行业

背景的专任教师占比

具有本专业行业背景的专任教师[1]

人数/专任教师数

法学

类

教师

发展

12.专任教师参加培

训进修、交流覆盖率

参加培训进修（一周及以上）、交

流（三个月及以上）的专任教师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教学

投入

13.教授为本科生授

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

数/教授人数
通用

14.专业课由副高级

及以上职称专任教师

授课的学时占比

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由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教师授课的学时

加和/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选修课

总学时

通用

15.师均指导毕业论

文（设计、作品）学

生数量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
参与指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

校内教师数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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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课程

体系

课程

结构

16.培养方案要求专

业课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

选修课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

总学分

通用

17.专业核心课程门

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核心课程门数 通用

实践

环节

18.培养方案要求集

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学

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专业实

习等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

/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通用

支撑

条件

实践

保障

19.接纳本专业学生

实习的校内外实习基

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

基地数量加和
通用

培养

成效

毕业

情况
20.毕业率 毕业生取得毕业证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就业

情况

21.毕业生去向落实

率
毕业生去向落实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服务

社会

22.毕业生就业行业

结构分析

毕业生就业人数排名前三的行业类

型人数占比
通用

23.毕业生就业对口

率

毕业生去向落实职位类别为本专业

相关职业[2]的人数/毕业生数

法学

类

备注：

1. 本专业行业背景的专任教师指近五年中有两年以上（可累计）在企业、

机构一线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实际工作，能够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

的专任教师。

2. 职位类别为法律业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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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学门类专业“画像”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

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

思政课程、创新创

业教育课程、美育

课程（公共艺术课

程）、劳动教育学

分或学时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

数（17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学分数（2学分）、美育课程（公共

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劳动

教育学时数（32学时）

通用

招生
转专

业

2.专业净转入学生

数比例

（转入学生数－转出学生数）/转专

业之前学生数

体育

类自

选

师资

队伍

数量

3.专业生师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4.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

格，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通用

结构

5. 55 岁（含）以下

年龄段专任教师占

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55岁的人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6.专任教师职称结

构分布

专任教师中初级、中级、副高级、

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占比
通用

7.具有非本校最高

学历背景的专任教

师占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

任教师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水平

8.具有博士学位的

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9.具有副高级及以

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学术

行业

背景

10.最高学位为本专

业学科的专任教师

占比

最高学位为本专业学科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特征

11.具有本专业行业

背景的专任教师占

比

具有本专业行业背景的专任教师[1]

数/专任教师数
特征

教师

发展

12.专任教师参加培

训进修、交流覆盖

率

参加培训进修（一周及以上）、交

流（三个月及以上）的专任教师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教学

投入

13.教授为本科生授

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

数/教授人数
通用

14.专业课由副高级

及以上职称专任教

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由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教师授课的学时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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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师授课的学时占比 加和/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选修课

总学时

15.师均指导毕业论

文（设计、作品）

学生数量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
参与指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

校内教师数

通用

课程

体系

课程

结构

16.培养方案要求专

业课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

选修课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

总学分

通用

17.专业核心课程门

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核心课程门数 通用

实践

环节

18.培养方案要求集

中性实践教学环节

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专业实

习等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

/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通用

19.专业课中 50%以

上课时为实践的体

育专业课程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课程中 50%（含

50％）以上课时由学生自己动手操

作、练习，培训体育专业技能的专

业课程门数/专业课总门数

特征

支撑

条件

实践

保障

20.接纳本专业学生

实习的校内外实习

基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

基地数量加和
通用

21.本专业生均实验

室面积

本专业使用的专业实验室总面积/
全日制本科生数

特征

22.本专业生均教学

仪器设备值

本专业使用的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全日制本科生数

特征

23.生均体育场馆面

积

学校体育场馆面积加和/本专业所

在教学单位全日制本科生数
特征

培养

成效

成果

产出

24.本专业生均获体

育专业比赛奖励项

数

本专业学生获得体育专业比赛奖励

项目总数/全日制本科生数

体育

类

毕业

情况
25.毕业率 毕业生取得毕业证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就业

情况

26.毕业生去向落实

率
毕业生去向落实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服务

社会

27.毕业生就业行业

结构分析

毕业生就业人数排名前三的行业类

型人数占比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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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28.毕业生就业对口

率

应届生去向落实职位类别为本专业

相关行业[2]单位就业的人数/应届生

数

特征

备注：

1. 本专业行业背景的专任教师指近五年中有两年以上（可累计）在企业、

机构一线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实际工作，能够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

的专任教师。

2. 指职位类别为教学人员。

3. 体育类专业具有较强的专业特色，部分特征指标到专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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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学门类专业“画像”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

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

思政课程、创新创

业教育课程、美育

课程（公共艺术课

程）、劳动教育学

分或学时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

数（17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学分数（2学分）、美育课程（公共

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劳动

教育学时数（32学时）

通用

招生
转专

业

2.专业净转入学生

数比例

（转入学生数－转出学生数）/转专

业之前学生数
通用

师资

队伍

数量

3.专业生师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4.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

格，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通用

结构

5. 55岁（含）以下

年龄段专任教师占

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55岁的人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6.专任教师职称结

构分布

专任教师中初级、中级、副高级、

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占比
通用

7.具有非本校最高

学历背景的专任教

师占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

任教师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水平

8.具有博士学位的

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9.具有副高级及以

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学术

背景

10.最高学位为本

专业学科的专任教

师占比

最高学位为本专业学科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特征

教师

发展

11.专任教师参加

培训进修、交流覆

盖率

参加培训进修（一周及以上）、交

流（三个月及以上）的专任教师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教学

投入

12.教授为本科生

授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

数/教授人数
通用

13.专业课由副高

级及以上职称专任

教师授课的学时占

比

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由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教师授课的学时

加和/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选修课

总学时

通用

14.副高级及以上

职称专任教师人均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授课学时总数/授课的副高级及以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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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授课学时数 上专任教师数

15.师均指导毕业

论文（设计、作品）

学生数量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
参与指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

校内教师数

通用

课程

体系

课程

结构

16.培养方案要求

专业课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

选修课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

总学分

通用

17.专业核心课程

门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核心课程门数 通用

18.培养方案要求

通识课程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通识课程学分数/
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数

特征

实践

环节

19.培养方案要求

集中性实践教学环

节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专业实

习等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

/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通用

支撑

条件

实践

保障

20.接纳本专业学

生实习的校内外实

习基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

基地数量加和
通用

培养

成效

毕业

情况
21.毕业率 毕业生取得毕业证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就业

情况

22.毕业生去向落

实率
毕业生去向落实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服务

社会

23.毕业生就业行

业结构分析

毕业生就业人数排名前三的行业类

型人数占比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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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历史学门类专业“画像”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

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

思政课程、创新创

业教育课程、美育

课程（公共艺术课

程）、劳动教育学

分或学时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

数（17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学分数（2学分）、美育课程（公共

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劳动

教育学时数（32学时）

通用

招生
转专

业

2.专业净转入学生

数比例

（转入学生数－转出学生数）/转专

业之前学生数
通用

师资

队伍

数量

3.专业生师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4.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

格，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通用

结构

5. 55岁（含）以下

年龄段专任教师占

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55岁的人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6.专任教师职称结

构分布

专任教师中初级、中级、副高级、

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占比
通用

7.具有非本校最高

学历背景的专任教

师占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

任教师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水平

8.具有博士学位的

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9.具有副高级及以

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学术

背景

10.最高学位为本

专业学科的专任教

师占比

最高学位为本专业学科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特征

教师

发展

11.专任教师参加

培训进修、交流覆

盖率

参加培训进修（一周及以上）、交

流（三个月及以上）的专任教师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教学

投入

12.教授为本科生

授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

数/教授人数
通用

13.专业课由副高

级及以上职称专任

教师授课的学时占

比

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由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教师授课的学时

加和/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选修课

总学时

通用

14.师均指导毕业

论文（设计、作品）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
参与指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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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学生数量 校内教师数

课程

体系

课程

结构

15.培养方案要求

专业课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

选修课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

总学分

通用

16.专业核心课程

门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核心课程门数 通用

实践

环节

17.培养方案要求

集中性实践教学环

节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专业实

习等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

/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通用

支撑

条件

实践

保障

18.接纳本专业学

生实习的校内外实

习基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

基地数量加和
通用

培养

成效

毕业

情况
19.毕业率 毕业生取得毕业证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就业

情况

20.毕业生去向落

实率
毕业生去向落实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服务

社会

21.毕业生就业行

业结构分析

毕业生就业人数排名前三的行业类

型人数占比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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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理学门类专业“画像”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

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

思政课程、创新创

业教育课程、美育

课程（公共艺术课

程）、劳动教育学

分或学时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

数（17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学分数（2学分）、美育课程（公共

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劳动

教育学时数（32学时）

通用

招生
转专

业

2.专业净转入学生

数比例

（转入学生数－转出学生数）/转专

业之前学生数
通用

师资

队伍

数量

3.专业生师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4.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

格，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通用

结构

5.55岁（含）以下

年龄段专任教师占

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55岁的人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6.专任教师职称结

构分布

专任教师中初级、中级、副高级、

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占比
通用

7.具有非本校最高

学历背景的专任教

师占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

任教师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水平

8.具有博士学位的

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9.具有副高级及以

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学术

背景

10.最高学位为本

专业学科的专任教

师占比

最高学位为本专业学科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特征

教师

发展

11.专任教师参加

培训进修、交流覆

盖率

参加培训进修（一周及以上）、交

流（三个月及以上）的专任教师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教学

投入

12.教授为本科生

授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

数/教授人数
通用

13.专业课由副高

级及以上职称专任

教师授课的学时占

比

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由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教师授课的学时

加和/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选修课

总学时

通用

14.师均指导毕业

论文（设计、作品）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
参与指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

通用



- 54 -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学生数量 校内教师数

15.专任教师师均

授课学时数
教师授课学时总数/授课教师数 特征

课程

体系

课程

结构

16.培养方案要求

专业课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

选修课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

总学分

通用

17.专业核心课程

门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核心课程门数 通用

实践

环节

18.培养方案要求

集中性实践教学环

节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专业实

习等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

/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通用

19.培养方案要求

实验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实验教学活动（包

含课内实验教学）学分加和/培养方

案要求总学分

特征

支撑

条件

实践

保障

20.接纳本专业学

生实习的校内外实

习基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

基地数量加和
通用

21.本专业生均实

验室面积

本专业使用的专业实验室总面积/
全日制本科生数

特征

22.本专业生均教

学仪器设备值

本专业使用的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全日制本科生数

特征

培养

成效

毕业

情况
23.毕业率 毕业生取得毕业证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就业

情况

24.毕业生去向落

实率
毕业生去向落实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服务

社会

25.毕业生就业行

业结构分析

毕业生就业人数排名前三的行业类

型人数占比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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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学门类专业“画像”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

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思

政课程、创新创业教

育课程、美育课程（公

共艺术课程）、劳动

教育学分或学时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

数（17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学分数（2学分）、美育课程（公共

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劳动

教育学时数（32学时）

通用

招生
转专

业

2.专业净转入学生数

比例

（转入学生数－转出学生数）/转专

业之前学生数
通用

师资

队伍

数量

3.专业生师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4.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

格，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通用

5.千生均实验技术人

员数量

实验技术人员数量×1000/全日制

本科生数
特征

结构

6. 55岁（含）以下年

龄段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55岁的人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7.专任教师职称结构

分布

专任教师中初级、中级、副高级、

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占比
通用

8.具有非本校最高学

历背景的专任教师占

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

任教师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9.所在单位外聘和兼

职教师中来自企业的

人数占比

所在单位外聘和兼职教师中来自企

业的人数/所在单位外聘和兼职教

师数

特征

水平

10.具有博士学位的

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11.具有副高级及以

上职称的专任教师占

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学术

行业

背景

12.最高学位为本专

业学科的专任教师占

比

最高学位为本专业学科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特征

13.具有工程背景的

专任教师占比

具有工程背景的专任教师[1]数/专任

教师数
特征

教师

发展

14.专任教师参加培

训进修、交流覆盖率

参加培训进修（一周及以上）、交

流（三个月及以上）的专任教师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教学

投入

15.教授为本科生授

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

数/教授人数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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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16.专业课由副高级

及以上职称专任教师

授课的学时占比

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由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教师授课的学时

加和/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选修课

总学时

通用

17.师均指导毕业论

文（设计、作品）学

生数量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
参与指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

校内教师数

通用

课程

体系

课程

结构

18.培养方案要求专

业课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

选修课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

总学分

通用

19.专业核心课程门

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核心课程门数 通用

20.培养方案要求数

学与自然科学课程学

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数学、物理、化学、

生物等公共必修课学分加和/培养

方案要求总学分

特征

21.课程体系中工程

基础、专业基础与专

业课程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工程基础、专业基

础与专业课程学分加和/培养方案

要求总学分

特征

实践

环节

22.培养方案要求集

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学

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专业实

习等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

/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通用

23.培养方案要求实

验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实验教学活动（包

含课内实验教学）学分加和/培养方

案要求总学分

特征

24.毕业论文（设计、

作品）选题中毕业设

计占比

选题类别为毕业设计的选题数/毕
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

特征

支撑

条件

实践

保障

25.接纳本专业学生

实习的校内外实习基

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

基地数量加和
通用

26.本专业生均实验

室面积

本专业使用的专业实验室总面积/
全日制本科生数

特征

27.本专业生均教学

仪器设备值

本专业使用的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全日制本科生数

特征

培养

成效

毕业

情况
28.毕业率 毕业生取得毕业证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就业

情况

29.毕业生去向落实

率
毕业生去向落实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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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服务

社会

30.毕业生就业行业

结构分析

毕业生就业人数排名前三的行业类

型人数占比
通用

31.毕业生就业对口

率

毕业生去向落实职位类别为本专业

相关职业[3]的人数/毕业生数
特征

备注：

1. 本专业行业背景指近五年中有两年以上（可累计）在企业、机构一线从

事与工程相关的实际工作，能够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的专任教师。

2. 指职位类别为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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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农学门类专业“画像”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

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思

政课程、创新创业教

育课程、美育课程（公

共艺术课程）、劳动

教育学分或学时数情

况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

数（17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学分数（2学分）、美育课程（公共

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劳动

教育学时数（32学时）

通用

招生
转专

业

2.专业净转入学生数

比例

（转入学生数－转出学生数）/转专

业之前学生数
通用

师资

队伍

数量

3.专业生师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4.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

格，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通用

结构

5. 55岁（含）以下年

龄段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55岁的人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6.专任教师职称结构

分布

专任教师中初级、中级、副高级、

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占比
通用

7.具有非本校最高学

历背景的专任教师占

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

任教师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水平

8.具有博士学位的专

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9.具有副高级及以上

职称的专任教师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学术

背景

10.最高学位为本专

业学科的专任教师占

比

最高学位为本专业学科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特征

教师

发展

11.专任教师参加培

训进修、交流覆盖率

参加培训进修（一周及以上）、交

流（三个月及以上）的专任教师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教学

投入

12.教授为本科生授

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

数/教授人数
通用

13.专业课由副高级

及以上职称专任教师

授课的学时占比

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由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教师授课的学时

加和/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选修课总

学时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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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14.师均指导毕业论

文（设计、作品）学

生数量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
参与指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

校内教师数

通用

课程

体系

课程

结构

15.培养方案要求专

业课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

选修课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总

学分

通用

16.专业核心课程门

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核心课程门数 通用

实践

环节

17.培养方案要求集

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学

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专业实

习等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
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通用

18.培养方案要求实

验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实验教学活动（包

含课内实验教学）学分加和/培养方

案要求总学分

特征

支撑

条件

实践

保障

19.接纳本专业学生

实习的校内外实习基

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

基地数量加和
通用

20.校内外实习基地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

的学生数量

校内外实习基地接纳本专业学生实

习的学生数量加和
特征

21.本专业生均教学

仪器设备值

本专业实验教学仪器设备值/本专业

全日制本科生数
特征

培养

成效

毕业

情况
22.毕业率 毕业生取得毕业证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就业

情况

23.毕业生去向落实

率
毕业生去向落实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服务

社会

24.毕业生就业行业

结构分析

毕业生就业人数排名前三的行业类

型人数占比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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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医学门类专业“画像”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

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

思政课程、创新创

业教育课程、美育

课程（公共艺术课

程）、劳动教育学

分或学时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

数（17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学分数（2学分）、美育课程（公共

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劳动

教育学时数（32学时）

通用

招生
转专

业

2.专业净转入学生

数比例

（转入学生数－转出学生数）/转专

业之前学生数
通用

师资

队伍

数量

3.专业生师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4.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

格，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通用

5.生均生物医学实

验室技术人员数量

生物医学实验室实验技术人员数量

/全日制本科生数

基础

医学

类

6.附属医院师资数

量
附属医院专业师资数量 特征

7.基础医学院生师

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基础医学院专任

教师数
特征

8.附属医院生师比
医学类专业所在教学单位全日制本

科生数∶附属医院专业师资数量
特征

结构

9.55岁（含）以下

年龄段专任教师占

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55岁的人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10.专任教师职称

结构分布

专任教师中初级、中级、副高级、

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占比
通用

11.具有非本校最

高学历背景的专任

教师占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

任教师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水平

12.具有博士学位

的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13.具有副高级及

以上职称的专任教

师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14.附属医院师资

中高级卫计职称占

比

附属医院具有高级卫计职称的专业

师资数量/附属医院专业师资总数

量

特征

学术

行业

15.基础医学院具

有医学专业背景的

有医学专业背景的基础医学院教师

数/基础医学院教师数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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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背景 教师占比

16.基础医学院具

有医学行业背景的

专任教师占比

具有医学行业背景的基础医学院教

师[1]数/基础医学院专任教师数
特征

教师

发展

17.专任教师参加

培训进修、交流覆

盖率

参加培训进修（一周及以上）、交

流（三个月及以上）的专任教师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教学

投入

18.教授为本科生

授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

数/教授人数
通用

19.专业课由副高

级及以上职称专任

教师授课的学时占

比

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由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教师授课的学时

加和/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选修课

总学时

通用

20.师均指导毕业

论文（设计、作品）

学生数量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
参与指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

校内教师数

通用

课程

体系

课程

结构

21.培养方案要求

专业课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

选修课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

总学分

通用

22.专业核心课程

门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核心课程门数 通用

23.培养方案要求

集中性实践教学环

节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专业实

习等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

/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通用

24.临床类生物医

学、临床医学课程

学时数所占比例

（生物医学课程学时数+临床医学

课程学时数）/专业学时总数

临床

医学

类

25.药学类专业主

要课程实验、理论

学时比

药学类专业主要课程的实验学时总

数/理论学时总数（含化学类基础

课、生物学类基础课、医学类基础

课、药学类专业课）

药学

类

26.药学类专业主

要课程中生物学

类、医学类课程占

比

（培养方案要求生物学类课程学时

数+医学类课程学时数总和）/培养

方案要求专业学时总数

药学

类

27.中医类专业中

医基础、中医经典

课程学时所占比例

（中医学基础课程学时数+中医学

经典课程学时数）/专业学时总数

中医

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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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28.中药学类专业

核心课程中实践教

学学时占比

中药学类核心课程实践教学学时/
专业核心课程总学时数

中药

类

支撑

条件

实践

保障

29.接纳本专业学

生实习的校内外实

习基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

基地数量加和
通用

30.直属附属医院

数量
直属附属医院数量 特征

31.三甲直属附属

医院数量
直属附属医院中三级甲等医院数量 特征

32.生均基础医学

实验室面积

基础医学实验室/医学类专业所在

教学单位全日制本科生数[含解剖

学教学实验室、形态学教学实验室

（组织与胚胎学、寄生虫、病理学）、

机能学教学实验室（生理学、病生

理学、药理学）、生物化学教学实

验室、微生物与免疫学教学实验室

（免疫、微生物）、细胞与遗传学

教学实验室]

特征

33.生均临床教学

基地编制床位数

所有临床教学基地的编制床位总数

/全日制本科生数
特征

34.生均直属附属

医院和教学医院编

制床位数

临床教学基地中附属医院和教学医

院的编制床位数总数/全日制本科

生数

特征

35.生均三甲直属

附属医院和教学医

院编制床位数

临床教学基地中三甲附属医院和教

学医院的编制床位数总数/全日制

本科生数

特征

36.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数量

承担临床医学实习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数量

临床

医学

类

37.医学类专业生

均解剖课尸体消耗

数量

解剖课尸体年消耗量/全日制本科

生数

临床

医学

类

38.中药标本数量
药用植物标本数量、中药材标本数

量、中药饮片标本数量加和

中药

学类

39.护理学类专业

生均专业实训室面

积

专业实训室总面积/全日制本科生

数

护理

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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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40.护理学类专业

生均专业实训室教

学实验设备值

专业实训室教学实验设备总值/全
日制本科生数

护理

学类

培养

成效

毕业

情况
41.毕业率 毕业生取得毕业证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就业

情况

42.毕业生去向落

实率
毕业生去向落实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服务

社会

43.毕业生就业行

业结构分析

毕业生就业人数排名前三的行业类

型数占比
通用

44.毕业生就业对

口率

毕业生去向落实职位类别为本专业

相关职业[3]的人数/毕业生数
特征

备注：

1. 本专业行业背景指近五年中有两年以上（可累计）在企业、机构一线从

事与医学相关的实际工作，能够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的基础医学院

专任教师。

2. 指职位类别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3. 医学门类已经开展 20年的专业认证，具有较好的指标体系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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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管理学门类专业“画像”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

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

思政课程、创新创

业教育课程、美育

课程（公共艺术课

程）、劳动教育学

分或学时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

数（17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学分数（2学分）、美育课程（公共

艺术课程）学分数（2学分）、劳动

教育学时数（32学时）

通用

招生
转专

业

2.专业净转入学生

数比例

（转入学生数－转出学生数）/转专

业之前学生数
通用

师资

队伍

数量

3.专业生师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4.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

格，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通用

结构

5. 55岁（含）以下

年龄段专任教师占

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55岁的人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6.专任教师职称结

构分布

专任教师中初级、中级、副高级、

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占比
通用

7.具有非本校最高

学历背景的专任教

师占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

任教师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水平

8.具有博士学位的

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9.具有副高级及以

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学术

背景

10.最高学位为本

专业学科的专任教

师占比

最高学位为本专业学科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特征

教师

发展

11.专任教师参加

培训进修、交流覆

盖率

参加培训进修（一周及以上）、交

流（三个月及以上）的专任教师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教学

投入

12.教授为本科生

授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

数/教授人数
通用

13.专业课由副高

级及以上职称专任

教师授课的学时占

比

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由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教师授课的学时

加和/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选修课

总学时

通用

14.师均指导毕业

论文（设计、作品）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
参与指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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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学生数量 校内教师数

课程

体系

课程

结构

15.培养方案要求

专业课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

选修课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

总学分

通用

16.专业核心课程

门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核心课程门数 通用

实践

环节

17.培养方案要求

集中性实践教学环

节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专业实

习等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

/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通用

支撑

条件

实践

保障

18.接纳本专业学

生实习的校内外实

习基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

基地数量加和
通用

培养

成效

毕业

情况
19.毕业率 毕业生取得毕业证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就业

情况

20.毕业生去向落

实率
毕业生去向落实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服务

社会

21.毕业生就业行

业结构分析

毕业生就业人数排名前三的行业类

型人数占比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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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艺术学门类专业“画像”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思政

教育

思政

教育

1.培养方案要求的

思政课程、创新创

业教育课程、美育

课程（公共艺术课

程）、劳动教育学

分或学时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思想政治课程学分

数（17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学分数（2 学分）、美育课程（公

共艺术课程）学分数（2 学分）、

劳动教育学时数（32学时）

艺术

类部

分内

涵项

自选

师资

队伍

数量

2.专业生师比 全日制本科生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3.专任教师数
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

格，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数量
通用

结构

4. 55岁（含）以下

年龄段专任教师占

比

专任教师中年龄小于等于 55 岁的

人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5.专任教师职称结

构分布

专任教师中初级、中级、副高级、

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占比
通用

6.具有非本校最高

学历背景的专任教

师占比

最高学历为外校（含境内外）的专

任教师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水平

7.具有博士学位的

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最高学位为博士的人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8.具有副高级及以

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占比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通用

学术

行业

背景

9.最高学位为本专

业学科的专任教师

占比

最高学位为本专业学科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特征

10.具有本专业行

业背景的专任教师

占比

具有本专业行业背景的专任教师数
[1]/专任教师数

特征

教师

发展

11.专任教师参加

培训进修、交流覆

盖率

参加培训进修（一周及以上）、交

流（三个月及以上）的专任教师数/
专任教师数

通用

教学

投入

12.教授为本科生

授课率

具有教授职称且当年授课的教授人

数/教授人数
通用

13.专业课由副高

级及以上职称专任

教师授课的学时占

比

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由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教师授课的学时

加和/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及选修课

总学时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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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类型

14.师均指导毕业

论文（设计、作品）

学生数量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选题总数/
参与指导毕业论文（设计、作品）

校内教师数

通用

课程

体系

课程

结构

15.培养方案要求

专业课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

选修课学分加和/培养方案要求的

总学分

通用

16.专业核心课程

门数
培养方案要求的核心课程门数 通用

实践

环节

17.培养方案要求

集中性实践教学环

节学分占比

培养方案要求的见习、社会调查、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专业实

习等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加和

/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

通用

18.专业课中 50%
以上课时为实践的

艺术专业课程占比

该课程 50%（含 50％）以上的课时

由学生自己动手操作、练习，培训

艺术专业技能的专业课程/专业课

总门数

特征

19.毕业论文（作

品、设计）中作品

展示占比

毕业作品展示选题数/毕业论文（作

品、设计）选题总数
特征

支撑

条件

实践

保障

20.接纳本专业学

生实习的校内外实

习基地数量

接纳本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内外实习

基地数量加和
通用

21.进入实习基地

实习的本专业学生

比例

进入实习基地实习的本专业学生数

/全日制本科生数
特征

22.本专业生均实

训场所面积

专业实训场所面积/全日制本科生

数
特征

培养

成效

毕业

情况
23.毕业率 毕业生取得毕业证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就业

情况

24.毕业生去向落

实率
毕业生去向落实人数/毕业生数 通用

服务

社会

25.毕业生就业行

业结构分析

毕业生就业人数排名前三的行业类

型人数占比
通用

备注：

1. 本专业行业背景指近五年中有两年以上（可累计）在企业、机构一线从

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实际工作，具有艺术创作、舞台表演经历或代表性作品等，能

够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的专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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