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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内部本科教学质量标准：概念界定与体系构建

许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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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内部本科教学质量标准是由各高校自行组织制定，且经相关各方协商一致的关于本校本科教

学活动及活动结果，满足本校本科教学各相关利益主体需 求，并 反 映 一 定 质 量 指 标 或 参 数 的 校 内 准 则、规 则 或

规范。“内部标准”具有规范性、全面性、社会性、共识 性 和 操 作 性 的 特 征，应 当 依 据“国 标”和 审 核 评 估 的 要 求，

在正确处理好“两对关系”的基础上，按照“顶层设计原 则、分 类 构 建 原 则、共 识 性 原 则、多 重 性 原 则 和 发 展 性 原

则”，从“教学条件质量、教学过程质量、教学管理工作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四个层面分步骤、分阶段进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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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教育部在《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教高［２０１３］１０号，

以下称《通知》）中指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以下称“审核评估”）要“注重学校内部质量

标准和质量保障体系及其长效机制的建立，关注内涵的提升和质量的持续提高”①。同时要求，审核评估

主要看被评对象是否达到了自身设定的目标，国家不设统一评估标准，是“用自己的尺子量自己”②。可

见，在审核评估中各高校建立内部本科教学质量标准（以下称“内部标准”）是评估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和

前提。

当前，由教育部组织的第一轮审核评估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为了接受或参与评估，各高校根

据评估要求纷纷制定或准备制定本校的“内部标准”。然而，由于我国高校本科审核评估工作刚刚起步，

各高校对本科教学质量标准的概念内涵以及审核评估要求的理解不一、把握各异，以致在建立本校的“内

部标准”时不仅程序不合法，内容不规范，而且标准的样式也是五花八门，甚至出现了以制度、规定、办法

或一些政策性文件替代质量标准的现象，给审核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带来了一定困难。高校建立科学、

严谨、规范并符合审核评估工作要求的“内部标准”至关重要，既是提高审核评估工作水平、质量和效率的

关键，也是提升本科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的需要。

一套科学、严谨、规范的“内部标准”的建立，有赖于对本科教学质量标准这一概念内涵及其特征的透

彻理解，对我国审核评估制度及其相关要求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审核评估项目、要素、要点以及审核评估

基本原则和考察内容的全面把握。本文试图就此展开讨论。

第３９卷第３期 清 　 华 　 大 　 学 　 教 　 育 　 研 　 究 　Ｖｏｌ．３９，Ｎｏ．３
２　０　１　８年６月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ｕｎ．２　０　１　８



一、如何理解“本科教学质量标准”

本科教学质量标准的内涵非常丰富，想要正确认识和理解它，就必须从质量、教学质量、标准和质量

标准等基本概念出发进行深入探讨。

１．“质量”与“教学质量”的含义

不同学科的不同视角对质量有不同的定义。从哲学视角看，质量即是事物的“品质”或“特性”，是事物

的内在规定性；从经济学视角看，质量就是效益。需要注意的是，从效益的角度来考察质量，“最优”并不是

评判质量高低的唯一标准，如果是以较少的资源投入获得的最优，这种最优无疑是高质量，否则就是低质

量；从管理学视角看，质量即产品、服务及其活动的有效程度。① 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ＩＳＯ８４０２－１９９４
《质量术语》中，“质量是反映实体满足明确或隐含需要能力的特征和特征的总和。”英国学者戴维·斯特

雷克认为，质量有两层含义：第一，质量意味着企业能长时期地维持经营，必须在市场的竞争中持续保持

领先优势；第二，质量就是要理解和优化整个系统价值交换，使企业所有相关方都能获得较好回报。美国

学者约瑟夫·朱兰认为，质 量 就 是“适 用 性”，是 满 足 顾 客 需 求 的 程 度。② 哈 佛 商 学 院 戴 维·加 文 认 为，

“基于制造的，符合设计规格的产品具有好的质量；基于产品的，质量存在于产品的零部件及特性之中；基

于价值的，物超所值的产品具有好的质量；基于用户的，顾客满意的产品具有好的质量”③。我国学者余

小波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质量内涵：第一，按比较的不同来定义质量，质量总是与比较相关，有比较

才能评定质量；第二，按符合满足的不同来定义质量，质量即符合规格（一系列评价基准和尺度）的程度；

第三，可以从不同学科的视角来定义质量，学科视角不同，质量的定义也不同。④

综上，质量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而是动态的、变化的、发展的和相对的，它随着研究视角、时

间、地点、目的以及使用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同时也将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更新

和丰富。但不管如何变化、发展、更新和丰富，质量的基本含义是不会变化的：一是质量为任何一种实体

（如产品、服务、活动、过程、组织、体系等或以上各项的组合）所具有；二是质量是实体所固有的特性或品

质的总和；三是质量必须以满足相关方明示的或隐含的要求为目的；四是质量体现了实体特性满足相关

方要求的程度，满足程度高则质量优，反之则质量劣；五是对质量的判断必须有客观的基准和尺度，且质

量是与比较相关联的。因此，本研究认为将质量定义为“实体所具有的固有特性满足相关方明示的或隐

含的要求的程度”较为合适，且具有比较普遍的意义。

教学质量是“质量”的下位概念，是针对教学这一事物（活动）的“质”进行量度。教学活动主要服务于

学生，以针对性地提高学生的基础素养和专业素质为目标；教学活动过程中，也始终坚持以教师为主导，

以学生为主体，所以学生是教学质量的主要载体；教学活动在满足受教育者个体及其家庭需要的同时，必

须满足人才市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教学活动虽然是教育组织的行为，但必须根据其举办者的要求

和教育机构自设的基准开展，所以教学活动又必须符合举办者的要求和教育机构的基准。根据这一诠

释，从质量的定义出发，可以将“教学质量”定义为：教学组织及其一切教学活动（课程）的特性满足学生及

其家庭、学校（教育机构）、社会（用人单位）、政府（或其他举办者）需要的程度。

由此可知，关注学生及其家庭、社会（用人单位）、政府（或其他举办者）与学校等四个利益相关方的需

要的满足程度，是考察和评估“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

２．“标准”与“质量标准”的含义

“标准”是进行管理和各类评估的必要基础和条件。《辞海》或《汉语词典》将标准界定为“衡量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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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也引申为“榜样”或“规范”；国际标准化组织将标准定义为“由一个公认的机构制定和批准的文件，

它对活动或活动的结果规定了规则、导则或特性值，供共同和反复使用，以实现在预定结果领域内最佳秩

序的效益”，并认为“标 准 应 建 立 在 科 学 技 术 和 实 践 经 验 的 综 合 成 果 基 础 上，以 促 进 最 佳 社 会 效 益 为 目

的”。① 我国国家标准ＧＢ／Ｔ　２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２《标准化工作指南第１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汇》

对标准做了如下定义：“标准是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

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注：标准宜以科学、技术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促进最佳的共同效

益为目的）。”②在《标准技术基本术语》（ＧＢ３９．５．１）中，将标准定义为“对重复性事物或概念所做的统一规

定，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经有关方面协商一致后，由主管部门批准，以特定形式

发布，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③。

由此可见，我国国家标准对“标准”所作的界定适用于本研究。从这一界定看，“标准”具有六项基本

特征：一是共识性，即行业内推行的标准一般经由大家协商一致并共同认可和接受；二是规范性，标准的

内容和形态是规范的，且制定的程序也是规范的；三是权威性，标准必须由利益相关方、各方代表和专家

共同参与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颁布；四是分类性，任何标准都是在特定的类型和类别范围内来推行

的，不同类型和类别事物应当有不同的标准；五是主体性，制定者的价值标准决定标准的设立，标准因制

定者不同而不同。即使同一制定者，因历史条件和价值标准不同，所制定的标准也有所不同。在标准的

评价和管理中，评价者和管理者的价值标准不同，对同一标准的理解和运用也有差异；六是客观性，标准

本身具有客观性，标准的三个构成要素“强度和频率、标号、标度”以及表示标度的三个方式“等级、分数、

描述性语言”都 是 客 观 的，而 且 标 准 也 总 是 从 客 观 存 在 的 事 物 中 抽 象 出 来 的，必 须 以 客 观 状 态 作 为

原型。④

如何理解“质量标准”呢？由前文可知，“标准”是用于规范各类活动及活动结果的，其目的是为了“获

得最佳秩序”和“促进最佳共同利益”。虽然“质量标准”所针对的是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所体现的是经济

或社会效益，但其本质具有标准的一般属性，所以任何“质量标准”除了关注“质量”这一概念的固有特征

外，还必须关注各类活动的“最佳秩序”，并最终促进各方的“共同利益”。所以，“质量标准”是用于规范各

类活动及活动结果，并促进各方获得共同最佳秩序和利益，经各方协商和公认机构批准的可供共同、重复

使用的规范性文件。

对于各类质量评估、质量管理和标准化建设来说，质量标准的设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质量

标准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其本身就像是一根指挥棒，对于被适用范围内的主客体都具有很强的导向作

用。同时，质量标准又是一个国家或行业领域的一项质量制度，是一种根本性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质

量标准的建立是质量管理体制成熟的标志，有了标准，产品或服务才能得以规范、合理发展。质量标准作

为一定范围内的“通行规则”，它还可以消除行业内或系统间的技术语言障碍，加快技术交流与合作，使行

业内或不同系统之间的活动得以沟通、过渡与交换，强化彼此之间的联系与认同，加速技术进步和成果的

应用与推广。质量标准还可以作为监测和评估（评价）活动的工具，衡量事物是否规范，测量事物的规格

与水平。此外，质量标准又是日常管理的重要依据，通过各类质量标准，可以统一产品或服务的规格、流

程和要求，提高管理水平，保证产品或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⑤ 可见，制定质量标准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

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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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对“本科教学质量标准”的理解

就目前而言，我国“本科教学质量标准”分两级建立：一级是由教育部制定并批准建立的，全国统一的

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标准，这是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国家标准和基本要求。对于这一国家级的质量标

准，教育部曾明确提出，“要求高校依据‘国标’、结合实际，修订本校的本科专业教学质量标准，优化人才

培养方案”①。另一级是各高校根据教育部要求，按“国标”和审核评估要求，自行建立的“高校内部本科

教学质量标准”。下文所讨论的即是各校自主建立的“内部标准”。

循着前文对“质量”、“教学质量”、“标准”与“质量标准”等概念的分析和理解，综合考虑教育部的相关

要求，可以将“内部标准”的概念定义为：依据国家标准和审核评估要求，由各高校自行组织制定且经相关

各方协商一致的，关于本校本科教学活动及活动结果，满足本校本科教学各相关利益主体需求，且反映一

定质量指标或参数的校内准则、规则或规范性文件。从这一定义出发，可以进一步分析“内部标准”的内

涵特征，概括起来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规范性特征，即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与审核评估的相关要求是高校制定“内部标准”

的规范性依据。教育部已于２０１８年１月颁布实施全部９２个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标准，并以此作为本科

人才培养质量的国家标准和基本要求。同时要求各高校依据“国标”，结合自身实际，修订本校的“内部标

准”，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根据这一要求，从审核评估的需要出发，“国家标准”理应是各高校制定“内部标

准”的规范性依据。

二是全面性特征，即高校“内部标准”所涉及或涵盖的范围应包括本科教学活动的全过程并体现教学

活动的结果。换言之，“内部标准”涉及本科教学工作整体系统所涵盖的各个要素，包括教学条件、教学管

理与服务、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含本科毕业生整体质量）等四个基本要素，所以“内部标准”必须从“教学

条件质量标准、教学过程质量标准、教学管理工作质量标准”，一直延伸至“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对本科教

学各环节进行全面覆盖。

三是社会性特征，即高校“内部标准”除了要满足学生和学校对教学的基本需求外，还必须同时满足

社会和政府对高校办学的基本要求。学生是受教育者，是高等教育投资或消费的主体之一，也是本科教

学质量标准建立后的直接受益者；学校是教育的提供者，也是本科教学质量标准制定的主体，对本科教学

质量直接负责；社会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是用人单位，也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受益者；而政府

则是高等教育的举办者或监管方，是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责任主体。所以，各高校在制定本科教学

质量标准时必须充分考虑学生、学校、社会和政府这四个利益主体的现实诉求。

四是共识性特征，即高校“内部标准”需经校内相关学术或利益共同体协商一致。“标准”是指在一定

范围内获得的最佳秩序，前提就是经协商一致并得到公认，否则就不是“标准”，也难于执行。高校是其

“内部标准”制定的主体，所以必须首先经过校内学术共同体的协商并达成共识。由于本科教学质量标准

涉及四个利益相关方，尤其与社会用人单位关系最为密切，如果不与学校之外的其他三个利益相关方进

行对接，特别是忽视与相应行业的有效对接，这一标准就有可能严重脱离社会实际，也可能违背举办者的

现实诉求，从而形同虚设。

五是操作性特征，即高校“内部标准”必须建立相应的可供本科教学一切活动参照的指标体系或基本

规范，既有利于校内执行，也便于在审核评估中对照考察。如前文所述，“内部标准”涵盖本科教学活动的

全过程，所以这一“内部标准”必须是针对本科教学所有环节且可以有效执行的标准，从学生课堂学习、课

外实践、毕业考核乃至就业指导等各个环节，都可以通过“内部标准”来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观察和衡量，只

有如此，这一标准才具有了真正的价值，否则就是“空中楼阁”，就不能在日常教学管理、评价、督查或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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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中发挥作用。

上述关于“本科教学质量标准”的定义以及对其内涵特征的分析，是普通本科高校制定“内部标准”的

基本依据。

二、如何把握审核评估对“内部标准”的要求

审核评估有别于合格评估和水平评估。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合格评估属于认证模式的评估，只要

达到国家统一标准即通过；水平评估属于“选优”模式的评估，主要看被评高校处于什么水平，重点是“选

优”；而审核评估则如前文所述，国家不设统一的评估标准，主要看被评高校是否达到了自己所设定的目

标，要求各高校“用自己的尺子量自己”，而且审核结论不分等级，只形成写实性审核报告。① 由此可知，

审核评估的核心是“质量”，目的是“质量保障”，审核评估顺利开展的关键是各高校自设的“目标”和“标

准”。

《通知》要求审核评估坚持主体性、目标性、多样性、发展性和实证性五项基本原则。其中“目标性原

则”强调目标的导向性，主要考察各高校自设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情况，以及高校培养过程各个环节的实

施与改进情况，是否支持了自设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多样性原则”强调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充分考虑

各高校的办学定位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性，并要求各高校根据自身条件合理确立培养目标，制定质

量标准，以形成办学特色；而“实证性原则”则强调依据事实做出审核判断，以目标为导向，以问题做引导，

以数据为依据，以事实来证明。② 这说明审核评估一方面要求关注各高校自设目标的确立、保障、达成以

及改进情况，另一方面又要求对各高校进行分类指导，鼓励特色办学，同时还要求立足各高校已有办学状

态数据，用事实考证审核要点。所以各高校建立的“内部标准”既要各具特色、无可替代，又要体现多样性

的特点，便于评估专家对照相关问题进行考证。

《通知》还明确规定，审核评估的范围主要包括高校的“定位与目标、师资队伍、教学资源、培养过程、

学生发展、质量保障以及学校自选特色”等方面（即６个基础项目和１个自选项目），涵盖了高校的办学定

位及人才培养目标，教师及其教学投入和教学水平，教学经费、教学设施及专业和课程资源建设情况，教

学改革及各教学环节的落实情况，招生与就业情况、学生学习效果与学风建设情况，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

与运行情况等各个方面。同时要求，审核评估要重点考察各高校的“四个度”，即“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

标与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度，教师和教学资源条件的保障度，教学和质量保障体系运行

的有效度，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的满意度”③。所以，各高校的“内部标准”必须围绕“６个基础项目”来进

行制定，其内容务必涵盖本科教学活动的起点至结果的全过程，且充分体现和反映“四个度”的硬性要求。

通过对《通知》和教育部相关规定的深入解读，可以清晰地了解审核评估对高校“内部标准”建立的基本要

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正确处理好“两对关系”。由于审核评估重点考察各高校在办学过程中的“四个度”，而在这“四

个度”中与高校“内部标准”的建立有直接关联的是“学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教师与教学资

源保障”以及“教学与质量保障的运行管理”状态等，而其中最根本的还是“办学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

因为“办学定位”决定了高校的服务面向，决定了学校的师资和教学资源建设取向；而“人才培养目标”则

决定了教学运行与管理的特征，也决定了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与运行管理。所以高校在建立“内部标准”

时，必须正确处理好下面两对关系：一是“内部标准”与本校办学定位的关系。由于各高校在学术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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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应用型（技能型）或复合型等办学类型定位不同，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面向和功能也各不相同，其

人才培养模式必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其“内部标准”必然存在差异性。所以，各高校必须基于

本校办学定位来建立自己的“内部标准”。二是“内部标准”与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关系。每所高校都有

区别于其他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目标不同，其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管理制

度、考核方式以及实施人才培养的过程等均有较大差异，各高校只有依据本校特有的人才培养目标，才能

建立与其相吻合的“内部标准”。

第二，坚持标准的“校本化”。本科教学质量标准的定义及其基本内涵，是高校建立“内部标准”的基

本依据和出发点。由于教育部对本科审核评估的要求是“用自己的尺子量自己”，如果各高校“内部标准”

的建立仅仅停留于对“本科教学质量标准”概念的理解上，就有可能脱离本校的办学实际，导致质量标准

的同质化，无法建立一把专属本校自己的“尺子”，也就谈不上“用自己的尺子量自己”了。所以各高校在

建立“内部标准”时，除了要正确认识和理解质量标准的基本内涵和共性要求外，还必须切实把握本校本

科教学的个性化特征和差异化要求，紧密结合本校的办学定位、服务定向、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

以及生源总体特征和教学资源状况等，制定出既符合共性要求，又体现本校个性特征的差异化、校本化的

质量标准。

第三，保证标准的“体系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方案》所规定的审核评估范围包括６
个基础审核项目和１个自选审核项目，其中６个基础审核项目又包含了２４个审核要素和６４个审核要

点，几乎覆盖了本科教育教学工作的所有环节，是一个系统性、完整性的要素体系，也是审核评估内容的

基本参照框架。所以高校在建立“内部标准”时，必须将６个基础审核项目的２４个要素６４个要点所涉内

容均纳入其中，并从“定位与目标、师资队伍、教学资源、培养过程，到学生发展和质量保障”等６个方面进

行整体设计、系统架构和完整覆盖，以形成一个完备的质量标准体系，避免以零散分布的单位章程、管理

规章、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培养方案和考核办法甚至领导讲话等作为“内部标准”。

第四，确保标准的“可执行性”。审核评估的“实证性原则”强调在对高校开展审核评估时，必须依据

各高校自设的“内部标准”（尺子）和已有的本科教学事实和相关数据，对本科教学工作状态和质量做出审

核和判断。如果各高校所建立的“内部标准”的对象含糊不清、项目模棱两可、指标不可观测，那么就等于

失去“效标”，失去了有效性衡量事物的外在标准，最终将导致审核评估工作无法达到预期目的。现实中，

由于部分高校对“内部标准”的理解和把握出现偏差，常常以比较宏观的制度、规定和办法等作为制定标

准的依据来代替“内部标准”本身，从而给评估专家的审核和研判工作带来困难。所以说，在审核评估中

高校“内部标准”的可执行性至关重要。

三、如何构建高校“内部标准”体系

高校“内部标准”作为一种特定的质量标准，应当有其特定的制定程序和规则、特定的框架和内容体

系，以及特定的执行与运行方式。２０１７年南昌大学接受了本科审核评估，从学校迎接本科审核评估工作

的过程、取得的经验以及反思研讨所形成的共识看，“内部标准”体系的建立必须在深入剖析、理解“内部

标准”内涵以及充分把握审核评估要求的基础上，从内部标准的制定原则、基本架构与内容体系及工作步

骤三个方面进行重点把握。

１．“内部标准”制定的原则

９２个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是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的基本规范，是本科教学质量同一性的

价值取向，对本科教学的标准化建设、管理及评估都具有明确的指向作用。所以将“国标”作为制定“内部

标准”的基本依据是一条基本原则。此外，还必须坚持“顶层设计原则、分类构建原则、共识性原则、多重

性原则和发展性原则”等。

首先是“顶层设计原则”。“内部标准”对于各专业本科教学具有统揽的意义，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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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的项目标准的集合，是一个全面、系统和完整的标准体系。在制定“内部标准”时，务必通盘考虑本

校所设各大类本科专业，从教学的条件、过程、管理直至结果等多个要素和环节出发，进行顶层的和整体

的设计，并以此统领各专业执行标准的建立，以此确保从学校层面正确处理好“两对关系”，并符合“四个

度”的硬性要求，避免“内部标准”内容体系偏离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轨道，同时也防止“内部

标准”文本样式的非统一性和文本内容的碎片化。

其次是“分类构建原则”。高等教育质量具有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其统一性一方面来自于政府

管理的需要，因为政府需要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掌控和评估，所以需要一个统一的底线标准（基准）；另一

方面来自于社会的需要，因为公众所要了解的高等教育必须是可比较的，所以就需要一个统一的衡量标

准。而高等教育质量的多样性，来自于高等教育层次、类别的多样化要求，来自于不同学科和专业 的 差

异，也来自于不同主体的教育需求和期待，除外之外，当然还有各高校的职能、知识产品、教育教学过程、

办学绩效等方面的多样性。① 这种高等教育质量多样性的特点，决定了各校必须依据自己的校情，正确

区分自己所处的地位，明辨各自的办学特征，并依据本校的办学定位和培养目标，各自构建不同类型的

“内部标准”，避免“内部标准”的同质化。

第三是“共识性原则”。如前所述，行业内所推行的标准，一般都需经由大家协商一致并获得共同认

可和接受。高校“内部标准”同样需要经过校内相关学术组织和相关利益主体的协商一致。“内部标准”

是关于本科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标准，所以一方面我们必须经过学校层面的教学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协

商一致，还必须经由政府主管部门、家长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和学生委员会等相关利益主体的协商一致。

只有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内部标准”才有了被广泛认可和被共同接受的基础，也才有可能真正促进各

方共同利益。

第四是“多重性原则”。一般认为，本科教学质量就是学生的培养质量，即“结果质量”。随着认识由

单一化走向了多元化，便有了条件质量、过程质量与结果质量的区分。尽管如此，由于其他质量形式都是

为结果质量服务的，所以教学质量的核心仍然被固化在了“结果质量”上。② 然而，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

从根本上区别于工厂生产的产品，其结果质量是有滞后性的，往往是“当下的投入，未来的收益”，这就必

然形成教学结果质量难以准确、有效测量的固有特性。此外，学生的培养质量除了受教育教学的影响之

外，也受到诸如遗传基因、环境条件、主观努力等其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如果无视学生培养质量的这

种“多因一果”的性质，仅仅凭学生质量来评判本科教学的优劣，那将是非常不科学、不准确的。③ 所以对

本科教学质量的评价，必须将目光由结果质量转向对“条件＋过程＋结果”的综合考量上来。换言之，“内

部标准”必须包括条件质量标准、过程质量标准（含工作质量标准）和结果质量标准。

第五是“发展性原则”。虽然可以从国家层面上制定一个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的“合格标准”，高校也

可以依此来培养合格人才，但这只是一个质量的基准，是最基本的要求。由于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家

庭和学生个人对本科教学的需求和期望各不相同，不同属性、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高校只有通过提供

多样化的教育教学服务和多元化的质量供给，才能满足不断发展变化的多样化的需求。④ 从这层意义上

说，高校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本科教学，通过发展性的“内部标准”来评价本科教学工作，且在实际工作

中对“内部标准”进行动态调整和完善。

除上述“五项基本原则”外，还有人本性原则、可执行性原则等也应得到遵循，在此不一一赘述。

２．“内部标准”的总体架构与内涵表达

前文通过对《通知》及审核评估要求的解读，已经明确了“内部标准”所涵盖的项目、要素和要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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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对这些项目、要素和要点进行有机整合，并按本科教学的逻辑构建完整的标准体系，就成为下文要讨论

的关键。分析概括前文所述，结合南昌大学的具体做法，这一标准体系拟从“教学条件质量标准、教学过

程质量标准、教学管理工作质量标准和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四个层面进行架构，并对四个层面的内涵作如

下表达：

一是“教学条件质量标准”，可以划分为硬件条件质量标准和软件条件质量标准。硬件条件质量标准

包括：本科教学经费的拨付、增长、分配、使用和保障等标准；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师资数量与结构均衡、教

师专业素养与发展、教研与教改业绩等标准；教学设施设备的配置、投入、使用、维护与更新等标准；专业

建设规划与执行、专业结构调整与契合度等标准；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执行与调整以及契合度等标准；

课程资源分类、结构、开发、调整与信息化等标准；校外基地规划、共建、育人以及成效检验等标准。硬件

条件质量标准要尽可能采用定量的指标予以确定，部分概念性指标可以进行分项化和量化处理，使其易

于测量和考察。软件条件主要指学校为本科教学工作顺利开展所提供的关于教学服务、教学保障和教学

支持的政策和制度性安排，主要体现在学校对办学方向、办学定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上的一系列理

念、意志和要求上，体现在保障人才培养中心地位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和措施上，也体现在学校对各级领

导和教学管理人员投入本科教学管理工作的时间和精力的要求上。软件条件质量标准一般难以进行量

化处理，所以这一类标准应更多地体现为规范性的定性描述。

二是“教学过程质量标准”，可以从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课外（第二课堂）活动、考核与成绩评定以及

教学改革等几个方面进行设计。其中课堂教学质量标准主要包括：教学大纲的制定与执行、教案设计与

应用、教学内容与培养目标的契合、教师科研成果的转化、教学方法和手段的使用、信息技术与现代教育

技术的使用、课堂教学状态、学生学习指导等方面的标准；实践教学质量标准主要包括实践教学体系及其

建设、实验室建设与使用、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利用、课程实习、专业见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与设计等

方面的标准；第二课堂育人质量标准主要包括：第二课堂的育人体系建设、学生社团建设、文化活动组织

与实施、科技活动计划与执行、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组织与实施、社会实践活动组织与实施、学生对外交流

活动组织与实施等方面的标准；考核与成绩评定质量标准则主要包括：命题形式与规范、试题与试卷设计

及印制规范、考试考核的形式与规范、监考与巡视工作规范、成绩评定工作规范、补考与重修工作规范、成

绩记载工作规范等方面的质量标准；教学改革质量标准则主要指学校教学改革的总体思路与政策措施，

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培养体制与机制、教学管理与运行等方面的改革设计与预期的质量

标准。

三是“教学管理工作质量标准”。教学管理主要包括日常运行管理与质量保障管理两大部分。日常

运行管理质量标准主要包括宏观层面的管理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管理职能划分、管理制度制定与落实、

年度计划制定调整与落实、管理决策与执行、管理监督与运行控制；以及微观层面的教学计划管理、课程

建设管理、教材建设与选用管理、选课与课程实施管理、课堂教学管理、实践教学管理、考核（考试与考查）

管理、成绩评定与学分管理、毕业与学位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质量标准。质量保障管理质量标准则主要包

括质量标准体系建设、质量保障模式设计、质量保障体系构建、质量保障制度建设、质量保障组织与人员

配备，以及校内评估与动态监控的内容、形式、效果评价，教学基本状态数据收集与数据库建设、质量信息

的统计分析与反馈机制构建、质量信息公开与年度质量报告、质量持续改进的途径与方法、质量持续改进

的效果评价等方面的工作质量标准。

四是“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主要看生源状况、学生在校学习状况以及毕业生的发展状况，主要包括总

体生源数量与质量、各专业生源数量与质量、学生指导工作及成效评价、学生服务工作及效果评价、学生

教学工作满意度及评价、学风建设及效果评价、学生学业成绩及综合素质评价、学生自我学习与成长满意

度评价、毕业生就业状态及评价、学生职业发展及评价、社会及用人单位评价等方面的质量标准。

此外，为了鼓励高校构建个性化的办学模式，引导学校走特色发展的道路，避免人才培养的同质化，

·５６·高校内部本科教学质量标准：概念界定与体系构建



还应当鼓励高校在“内部标准”中建立“特色办学质量标准”，各高校可以从知识创新体系、教育教学体系、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创业教育、社会实践与社会服务等方面探索本校特色办学的途径，并构建相应的特色

办学“内部标准”。

３．“内部标准”制定的工作步骤

根据“内部标准”制定原则和具体经验，可以分整体设计、多主体研讨、体系构建、意见征询、审查批准

等五个阶段来制定“内部标准”。

在整体设计阶段，首先要进行学校层面的立项，并统筹全校力量安排好研制人员；其次，要组织深入

调研，确定各评估项目、要素质量标准的基准线；再次，要构建好“内部标准”整体框架，就“内部标准”体系

进行宏观、中宏和微观三个层面系统设计，以形成初步设计方案。在多主体研讨阶段，首先要将初步设计

方案提交学校教学与学术组织进行审议，聘请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生（家庭）等方面的代表，共同参与

方案的研讨，并对方案进行修订和完善。在体系构建阶段，要认真理解好本科教学质量标准的内涵与特

征，领悟好“国标”的基本规范，把握好审核评估的基本要求，从教学条件质量、教学过程质量、教学管理工

作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四个层面，系统构建“内部标准”并形成征询意见稿。在意见征询阶段，应当分别

征询校内和校外两方面意见。要深入到教育行政部门、社会用人单位、家庭和中学以及校内各相关部门

和单位，全面征询意见，并适时召开专家论证会进行论证，最后形成“内部标准”草案。

上述四个阶段可以形成一个工作闭环，循环往复，以形成“内部标准”审查稿并进入审查批准 阶 段。

在这一阶段，要设定多层级的审查程序，充分尊重校内学术组织、行政组织和群团组织的意见，统一意志

和达成共识后，提交学校党政联席会讨论批准。在“内部标准”正式文本形成以后，宜送交出版社正式出

版发行，以周知社会各界及相关利益主体，接受校内和社会的广泛监督。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ＸＵ　Ｘｉａｎｇ－ｙｕ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ｘｉ，３３００３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ｌ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ｒｕｌｅ　ｏｒ　ｃｏｄ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Ｉｔ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ａｌｌ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
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ｒ　ｉｎｄｉｃｅｓ．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ｈａ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ｓｏｃｉ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ｍｅｅｔ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ａｄ－
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Ｔｗ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ｏｐ　ｌｅｖｅｌ，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ｌｅｓ，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ｕｃｈ　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ａｎ　ｂｅ　ｂｕｉｌｔ　ｕｐ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ｕｄｉｔ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６６·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