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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目标导向原则

科学公正原则

以评促建原则

主体参与原则

操作简便原则

综合评价原则



周期

5 年



专业确定
方法

年度评估专业数量控制在10%-20%之间

省厅高等教育处

省教育评估院

根据省内专业布局统筹确定

年度评估
专业大类



指标体系

专业目标
与要求

师资队伍 教学资源

培养过程 学生发展 质量保障

培
养
方
案

师
资
结
构

教师
教学
与科
研创
作水
平与
业绩

教
师
精
力
投
入

教
学
条
件

教
学
投
入

社
会
资
源
的
利
用

课
程
教
学
的
实
施

课
程
体
系
结
构

招
生
与
生
源

学生
学习
指导
与
跟踪

就
业
与
发
展

教
学
质
量
监
控

持
续
改
进

专业特色



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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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案

1.101

专业目标
与要求

1.1.1
目标与要求

培养目标与国家要求、社会需求及
学校定位的吻合度

制定程序规范严谨、科学

有行业、企业专家参与



02

师资队伍 师资结构 教师教学和科研
创作水平与业绩

2.1 2.2 2.3

教师精力投入



02

师资队伍 师资结构 教师教学和科研
创作水平与业绩

2.1 2.2 2.3

教师精力投入

2.1.1
专业师生比

2.1.2
专业教师结构

2.1.2
具有行业教师背景

教育部规定的
专业类合格标准

专业负责人具有高级职
称45岁以下专任教师-博士学位-50%

专业教师学位相关度或
5年以上行业从业经历-75%

主讲教师高级职称-40%

行业企业兼职教师

专业教师-
具有行业、企业背景或

参与社会服务-30%



02

师资队伍 师资结构 教师教学和科研
创作水平与业绩

2.1 2.2 2.3

教师精力投入

2.2.1
教师教学获奖

2.2.2
教师科研和创作情况

2.2.3
中青年教师发展

专业教师学术成果-2件/人/年

科研经费项目-3万/人/年（理工
农医类）或1万/人/年（人文社科类）

获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励-1
项

专业教师获校级
及以上奖项

指导学生获省级
及以上奖项

建有青年教师上岗
培训制度

中青年教师接受培训、
培养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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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 师资结构 教师教学和科研
创作水平与业绩

2.1 2.2 2.3

教师精力投入

2.3.1
教学任务承担

2.3.2
参与学生指导

2.3.3
教学研究与改革

专业教师参与指
导本科生科研及
各类竞赛和创作

的比例

专业教师参与各类教
改

项目、发表教学论文、
出版教材的比例

高级职称教师为本科生
授课比例-90%

专业课中高级职称教师
授课比例除以高级职称

教师比例-0.8

企业行业兼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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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 教学条件 教学投入

3.1 3.2 3.3

社会资源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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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 教学条件 教学投入

3.1 3.2 3.3

社会资源的利用

3.1.1
实验室建设及管理

3.1.2
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3.1.3
图书与信息化资源

实验室管理制度完善

实验室面积、仪器设备
值符合相关专业的国家

标准

长期稳定的校外实习
实践基地数量-3个

满足实践教学要求，
利用率高

指导教师数量和业务
能力符合需求

专业图书符合国家规
定

且逐年充实增加
中外文期刊满足师生需求

专业网络课程资源占比高，
使用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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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 教学条件 教学投入

3.1 3.2 3.3

社会资源的利用

3.2.1
教学经费

教学日常运行经费和专业建设经费
能满足专业建设要求

经费使用合规合理，执行良好

有一定的自筹经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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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 教学条件 教学投入

3.1 3.2 3.3

社会资源的利用

3.3.1
合作教育

积极开展合作办学，措施具体可行

建有校企联合实验室等人才培养平台

行业企业对专业办学或人才培养有
经费支持



04

培养过程 课程体系结构 课程教学的实
施

4.1 4.2



04

培养过程 课程体系结构 课程教学的实
施

4.1 4.2

4.1.1
核心课程

4.1.2
课程构成比例

核心课程设置符合国家
标准，时序关系合理

课程群（或模块）方向
明确、设置合理，

相关性强

各类课程比例合适

人文社科类通识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15%

实践类课程占总学分
比例符合国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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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过程 课程体系结构 课程教学的实
施

4.1 4.2

4.2.1
课程教学大纲

4.2.2
实践教学

教学大纲完整、教学目标明
确、

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清晰、
教学内容有效支撑目标的达

成大纲制定程序规范

教材选用合理

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充分
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

实验开出率-90%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比例-80%

实习教学计划性强，管理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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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发展 招生与生源
学生学习
指导与跟

踪

5.1 5.2 5.3

就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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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发展 招生与生源
学生学习
指导与跟

踪

5.1 5.2 5.3

就业与发展

5.1.1
招生录取情况

5.1.2
转专业情况

近五年志愿录取率或
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志愿率

近五年本专业学生申请
转出比例和外专业申请

转入比例



05

学生发展 招生与生源
学生学习
指导与跟

踪

5.1 5.2 5.3

就业与发展

5.2.1
学业指导与创新创业

5.2.2
学习过程的跟踪与培养效果

具有完善的学业指导制度
与措施，成效明显

近五年学生参加各类
创新创业项目情况

具有完善的
对学生整个学习过程中的表现

进行跟踪与评估的机制

专业近五年的毕业率和学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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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发展 招生与生源
学生学习
指导与跟

踪

5.1 5.2 5.3

就业与发展

5.3.1
就业质量与满意度

近五年应届毕业生年终就业率、
在本专业领域的初次就业率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总体评价

建有完善的毕业生和用人单位
跟踪反馈机制或第三方调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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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障 教学质量监控 持续改进

6.1 6.2



06

质量保障 教学质量监控 持续改进

6.1 6.2

6.1.1
质量标准与监控

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齐全、合理

对各教学环节的质量进行定期检测，
依据可靠、数据详实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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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障 教学质量监控 持续改进

6.1 6.2

6.2.1
反馈与改进

建有对各个教学环节的
持续改进机制，执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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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项目 专业特色

7.1

在专业建设理念、人才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

产学合作教育、课程开发与建设、学生能力培养、

教学管理与改革等方面开展的特色工作及

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得到社会广泛认可



26个观测点中获得
不少于16个A级且

无一个C级
通 过

26个观测点中获得
少于16个A级且

无一个C级

26个观测点中获得
不少于16个A级且

C级不多于2个
暂缓通过

不通过其余情况



通 过

暂缓通过

不通过

26个观测点中获得
不少于23个A级且

无一个C级

26个观测点中获得
少于23个但不少于
19个A级且无一个

C级

其余情况

五星专业可申请不参加下一轮评估周期的
专业综合评估；“通过”但对等级不满意
的专业，可于2年后申请重新接受评估。



通 过

暂缓通过

不通过

整改期一年

整改期间限制招生

对学校控制增设新专业



通 过

暂缓通过

不通过

专业暂停招生

暂停教学建设项目申报

连续跟踪评估

连续两次“不通过”，
减少或停止该专业的财政拨款



苏大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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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4-26护理学专业 2016.5.9-12临床医学认证反馈会

2016.6-8通信工程认证意见交流
会

2017.5.31-6.1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2017.6.18-2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
业

2018.6.20-2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2018.11.4-7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



2015.1.23本科教学工作总结大会

2016.1.16本科教学工作总结大
会

2018.1.11本科教学工作总结大
会



2018年2月成立了学科专业动态调整管理与改革领导小组，目前关于学科专业动态调

整管理与改革的管理机制整改已经到位，明确了学科专业动态调整管理与改革的任务分

工和主要工作流程。



10个专业大类

“社会学类”

“电子信息
类”

社会学院：
社会学、社会工作

在现有10个专业大类的基础上

新增2个专业大类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通信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信息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1）新工科试点 ——“人工智能实验班”完成招生

目前三个年级
共113名本科生入选

设置独立的人才培养方案

单独编班组织专业教学

2018级共有426名新生报名
入选79人



机电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工程”专

业

2018年初开展申报

经学校专业建设委员会评审

经校学术委员会审议

专业设置申请表已报教育部备案

新专业申报

同意推
荐

• 拟停招“工业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专业



专业申报（31项）
产生立项专业名单（20项）

报学术委员会备案

通过校长办公会审议

根据《苏州大学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方案》（苏大教[2018]67号）

文件精神，2018年一流本科专业项目拟立项建设20-30个专业。

学院（部）初评

专家组会议评审



苏州大学一流本科专业立项名单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1 汉语言文学 050101

2 历史学（师范） 060101

3 行政管理 120402

4 法学 030101K

5 英语 050201

6 体育教育 040201

7 服装与服饰设计 130505

8 物理学 070201

9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080705

10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080407

11 化学 070301

12 纳米材料与技术 080413T

1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901

14 软件工程 080902

15 通信工程 080703

1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80601

17 纺织工程 081601

18 临床医学 100201K

19 放射医学 100206TK

20 药学 100701

江苏高校品
牌专业建设
工程一期项
目名单中，
A类建设项
目数学与应
用数学落选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