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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统要情

教育部发布

《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2018 年度）》

《报告》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式

发展新阶段，本科教育全面振兴。2018 年，教育部通过全面布局

“四新”建设、推出“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部署一流专业

建设“双万计划”、颁布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等一系列

重要举措，在本科教育关键领域“谋突破、上水平”，打响新一

轮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高校人才培养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报告》认为，高校扎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三全育

人”工作有序开展。实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推动

高校加强思政课程建设、深化思政工作改革，建立完善立德树人

育人机制，构建“三全育人”大格局。2018 年，全国培育“三全

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单位 125 家，以“三全育人”为导向建设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200项、中青年骨干队伍建设项目20个。

《报告》表明，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取得成效。

按照《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要求，高

校在教师聘用、年度考核、职称评聘等工作中，坚持师德第一标

准，引导广大教师争做“四有”好老师。2018 年，高校博士学位

教师占比 38.21%，较 2017 年增长 1.5 个百分点；行业背景教师

占比 17.68%，较 2017 年增长 5.8 个百分点；辅导员队伍规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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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的 58750 人增加到 2018 年的 65571 人。

《报告》显示，高校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工作持续推进。

2018 年，高校打破第一课堂到第二课堂的壁垒，将社会课堂、虚

拟课堂引入传统的课堂教学，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高校累计开

设专业实验课达到 144.17 万门，累计建设国家级实验实训示范中

心 1210 个、校外实践实习基地 22.6 万个，实践育人体系不断完

善。高校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持续深化科教融合，推动创新

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截至 2018 年底，452 所高校增加

创新创业学分，参与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学生达 30.49 万人次。

《报告》强调，高校办学条件和教学资源得到明显改善，“大

学质量文化建设”呈现新风貌。各级财政加大高等教育投入，高

校生均教育经费（全日制学生）达到 3.27 万元。线上课程资源建

设得到强化，教育部认定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291 门，上线慕

课数量达到 8100 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逐步健全，政府完善

质量标准，强化外部教育教学评估；高校内修教学督导、专项评

估、常态监测，质量文化得到培育和养成，提高学生培养质量成

为主旋律。

《报告》反映，学生学习体验满意度不断提升，大部分学生

对自身成长与收获满意。2016—2018 年，学生对课程教学和学习

风气的满意度得分分别为 64.48、66.25、67.62 和 60.75、61.64、

63.83，呈现持续上升趋势。2018 年，74%的学生认为自己在确立

明晰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有极大或较大提高，75.9%的学生认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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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间自己的合作能力有较大或极大提高，74.1%的学生对自己在

大学期间的成长与收获满意。

与此同时，《报告》还指出，部分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工作尚

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人才培养中心地位未完全落实。部分高校对

人才培养中心地位的落实保障度不够，制度保障教学、全员服务

教学等落实不到位，高校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比例仅为 77.11%。二

是教学模式创新性不足。部分高校慕课、翻转课堂、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应用不足，高校专业课小班化课堂（30

人及以下）平均开设率仅为 29.11%。三是学习过程管理总体不严

格。部分高校课程学习难度、挑战度不高，考核方式单一、重结

果轻过程，2016—2018 年，高校学业挑战度总体上仍处于中等偏

下水平。四是师德师风建设未形成长效机制。部分高校对师德师

风建设工作的统筹领导力度不够，个别教师不能认真履职尽责，

学术不端行为仍有发生，师德考核在教师考核评价中被弱化。

此外，《报告》还进一步指出，我国本科教育教学质量保障

体系有待继续健全完善。评估制度设计需着力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立德树人评估指标尚不够具体，高校分类评估有待进一步完善。

高校在职称评聘、职务考核、激励奖励、资源分配等方面依然强

调“帽子、课题、成果、经费、奖项”等指标，人才培养成效的

评价标准尚未得到充分体现。

（摘编来源：教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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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

近日，教育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方

案（2020-2022 年）》，部署开展 2020 年至 2022 年校园食品安

全监管工作。

《行动方案》要求校外供餐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制

定科学有效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倡导

建立 HACCP 或 ISO22000 体系。严格筛选食品原料供应商，严格执

行食品原料进货查验要求。按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要求，规范食品加工制作行为。主动接受监督，向学校、市场监

管部门、教育部门公开食品原料采购和加工制作信息。定期对大

宗食品原料、餐用具清洗消毒效果等进行检验检测。

《行动方案》要求落实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学校

制定明确、可操作的校园食品安全防控要求和食品安全自查制度、

自查计划并严格落实。要以肉蛋奶、米面油等食品原料为重点，

实行大宗食品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制度。要大力推进食堂“明

厨亮灶”。要建立并落实学校负责人陪餐制度。要加强学校食堂

承包或委托经营管理。鼓励学校建立先进的管理体系，提升管理

水平。

（摘编来源：教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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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将推进系统性改革

6 月 11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八届三次全委会审议通

过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深化改革方案》，自然科学基金委将推

进系统性改革。改革的目标是构建理念先进、制度规范、公正高

效的新时代科学基金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明确资助导向、

完善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改革的重要举措包括加强三个建

设、完善六个机制、强化两个重点以及优化七方面资助管理。三

个建设是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学风和科研诚信与伦理建设、组

织机构和队伍建设；六个机制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科学问题凝

练机制、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的科学问题凝练机制、重大类型项目

立项机制、促进成果应用贯通机制、学科交叉融合机制、多元投

入机制；两个重点是原创探索计划和人才资助体系升级计划；七

方面资助管理是明确各层次优先领域、系统深化国际合作、持续

完善规章制度、持续改进项目管理、持续规范资金管理、持续开

展绩效评价、加强依托单位管理。2020 年科学基金拟安排资助计

划约 295 亿元（含联合资助方经费），预计间接费用约 56 亿元，

合计总资助经费约 351 亿元。截至 5 月 20 日，已收到 26.97 万项

申请，比 2019 年同期增加 12.03%。

（摘编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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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发展动态

全国首个融合教育学院在华中师范大学揭牌成立

6 月 24 日，华中师范大学与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合作共建融

合教育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暨融合教育学院揭牌仪式举

行。

融合教育学院将以教育学一级学科为主体，着力建好教育平

台、职训平台、智库平台和融合教育资源平台。学院将创新融合

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推进“高水平+复合型+特色型”的育人体系，

大力培养适应新时代融合教育事业发展的卓越教师队伍；聚焦残

疾人高等融合教育，探索残健融合新模式，大力推动残疾人高等

教育的专业化、大众化；打造融合教育高端智库平台，实施“政

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凸显服务国家融合教育发展战略的能力。

教育学一级学科是华中师大重点建设的“双一流”学科，经

过多年发展，在特殊教育、教育基本理论、教育信息化、教师教

育等领域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形成了

鲜明特色。1989 年，学校设立特殊教育专业，是国内最早一批具

有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现已形成完整的特殊教育人才

培养体系，将从融合教育的基本理论、融合教育的发展史、融合

教育的政策研究、融合教育的课程教学等全面提供学术支持，有

力支撑融合教育发展。

（摘编来源：华中师大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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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8 项行动 18 项计划全力打造新农科

6 月 28 日，西南大学召开新农科本科教育创新行动计划启动

会。会上发布了《农科本科教育创新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明确了学校新农科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建设范围与建设目标。《行动计划》提出，新农科人才培养要始

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始终坚持面向新

农业、新乡村、新农民、新生态，始终坚持通识为基、专业为本、

实践为要的新农科人才培养理念。其中，通识为基，即夯实学生

农业通识教育之基；专业为本，即构筑学生专业核心素养之本；

实践为要，即注重学生综合实践能力之要。“三为”理念突出了

人才培养的前瞻性、适应性与综合性，精准对接人才培养链、科

技推广链、农业产业链，增强人才培养与未来农业的契合度，增

强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增强农林人才的工作胜任力与

持续发展能力。

《行动计划》对推进学校新农科建设进行了整体设计。在新

型人才培养创新行动、专业内涵建设攻坚行动、课程建设提质升

级行动、实践教育体系升级行动、优质师资队伍建设行动、协同

育人体系共建行动、质量文化体系建设行动、开放合作体系扩展

行动等 8 个领域提出了“筑梦三农”情怀教育体系建设计划、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提质升级计划、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计划、深化专业供给侧改革计划、农科类专业改造升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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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构优化计划、课程质量提升计划、实验教学体系改革计划、

“追梦三农”学科专业竞赛体系建设计划、实践教学条件升级计

划、农科类教师引育计划、卓越农科教师培育计划、农科教人才

培养协同计划、产学研人才培养协同计划、农科人才培养质量文

化建设计划、农科类专业认证工作推进计划、农业教育国际化扩

展计划、中外合作办学质量提升计划共 18 项计划。

《行动计划》提出，学校将新农科本科教育创新行动计划纳

入本科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和一流专业点建设评价体系，对农科类

培养单位实施新农科本科教育创新行动计划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和评价，有关结果作为衡量各单位本科教育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

标，并作为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考核以及教学资源投入的重要依

据。

（摘编来源：西南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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