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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质量保证的监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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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跟踪四大类问题全程跟踪四大类问题
目的与作用目的与作用

全程跟踪四大类问题全程跟踪四大类问题
在校生数据分析在校生数据分析



1-1 主要目的

① 服务学生，确认培养成效和促进学生学习。

② 服务学校，各学年教学质量管理和持续改进。② 服务学校，各学年教学质量管理和持续改进。

③ 服务社会，充实《教学质量年度报告》中的客观数据。



1-2 主要作用
1. 反映年度教学状况：发现问题、提供教学内容、方法的改进建议。

2.追踪在校生学习投入：了解学生学习投入与效果。

增值：3.持续关注学生发展增值：包括能力、知识、素养的增值比较。

4. 确定影响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有的放矢地综合提高整体教学效果。

5. 把握学生对教学的期待：满足学生学习方面的需求。



服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



学生发展理论研究

• 在欧美国家，尤其是北美学术界，学生发展的理论研
究已有百年的历史。

• 学生发展理论涉及个体与环境的关系、社会心理、认• 学生发展理论涉及个体与环境的关系、社会心理、认
知结构、个体类型等方面，分别从社会学、 心理学、
生态学等角度解释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发展和成长规律。



学生发展理论研究

学生花在有意义的活动上的时间越多，付出的努力和精力越多，他/她的收获就越大
• 设置学生乐于参与的活动项目
• 建立各种学生组织
• 让学生参与科研活动
• 举办提高学生领导力的各种活动及培训

Astin的学生发展理论

• 举办提高学生领导力的各种活动及培训
• 关注各类人群
• 关注学生经济状况

Sanford的挑战与支持理论
要让学生有最大程度的发展与成长，需注意：
• 给予充分挑战和足够支持
• 两者要保持平衡



国内学术研究——清华大学

《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调查项目》

20072007年清华大学发起此项目，年清华大学发起此项目，
20092009年启动，截止年启动，截止20132013年现已有多所院校参加了这一项目，年现已有多所院校参加了这一项目，
20132013年全国有近年全国有近2020万余名大学生共同参加了这一调查万余名大学生共同参加了这一调查。。
该项目关注在校生的学习问题。是该项目关注在校生的学习问题。是NSSENSSE的汉语版的汉语版

调查重点不同。《中国大学生学习》项目在校生调查用的是“全美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 汉语版”问
卷，问卷重点围绕学习问题展开；而全程除了学习问题还包括在校生能力提升、专业认同度等其他方面。

在校生全程跟踪项目的不同之处在校生全程跟踪项目的不同之处

调查形式不同。《中国大学生学习》项目对不同年级使用同一套问卷；全程针对不同年级在校生设计了
各有特点的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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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术研究——北京大学
《首都高等教育质量与学生发展检测项目》

20062006年年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发起，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发起，
覆盖北京地区所有高校。覆盖北京地区所有高校。
到到20132013年为止共发布三个年级报告。年为止共发布三个年级报告。
该项目关注了不同年级的特有问题。该项目关注了不同年级的特有问题。

调查范围不同。调查范围不同。《《首都首都》》项目针对首都高等教育的总体分析，样本在各高校中抽取；样本和目的的设计项目针对首都高等教育的总体分析，样本在各高校中抽取；样本和目的的设计
不是为各高校做单独分析。不是为各高校做单独分析。

在校生全程跟踪项目的不同之处在校生全程跟踪项目的不同之处

关注的焦点不同。关注的焦点不同。《《首都首都》》项目主要从学术和教委工作出发，全程则侧重于高校管理的实用性，一个学项目主要从学术和教委工作出发，全程则侧重于高校管理的实用性，一个学
校改进及建设。校改进及建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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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跟踪四大类问题全程跟踪四大类问题
目的与作用目的与作用

全程跟踪四大类问题全程跟踪四大类问题
在校生数据分析在校生数据分析



持续变动型 年级特有型

四大类问题

问题群体型 教学期待型



持续变动型问题（特点）

1. 在每学年的调查中都会涉及到，以保证数据连续可比。

2. 部分题目根据学年教学特色调整问法，以保证问题适合该年
级学生回答。



教学效果

学习投入 学习活动 课外学习

持续变动型问题（内容）

知识能力素养 •核心知识增值
•基本能力增值

•职业能力增值
•职业素养增值

•教学满意度
•课程内容评价

•教师教学行为评价

学习投入 •学习活动 •课外学习

专业培养 •专业认同度
•专业选择

•专业认知

职业成熟度教育 •职业期待（错位率） •职业成熟



1 知识、能力、素养的增值
1.基本含义
（1）知识、能力、素养增值是教学效果在学生身上最直观的一种体现，也是大学育人的根本任务之一。
（2）对教学培养阶段性目标进行评价，考量教学效果达成情况。
（3）知识、能力、素养包括27项基本知识、35项基本工作能力、8项职业能力与6项职业素养。



1 知识能力素养能力增值
2.管理价值
（1）用于评价知识、能力、素养本学年整体提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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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识能力素养能力增值
2.管理价值
（2）不同年级单项知识、能力、素养提升情况比较。

某专业各年级在校生责任约束感提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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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含义
（1）课外时间（Extracurricular Time）是指教学大纲规定以外的时间，是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是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分配课外学习时间是学习独立性养成的重要体现。
（2）课外学习时间是直观体现学生课外学习投入的数值指标之一，同时它也是学生学习独立性的体现。

2 课外学习时间

之一，同时它也是学生学习独立性的体现。
（3）通过课外学习时间与其他课外时间的比较，可以定位课外学习时间投入较多/较少的学生群体。
（4）各分类之间的课外学习时间比较，可以为特定教学人群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例如不同成绩群体的课外学习时间投入。



2.管理价值
（1）分析学生课外学习时间分布特征。

2 课外学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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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价值
（2）不同专业之间学生课外时间比较，体现专业学习难度差异，或者专业学生之间学习独立性的差距。

2 课外学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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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价值
（3）各成绩群体间课外时间比较，发现专业学习特点。

2 课外学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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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职业期待错位率
1.基本含义
（1）职业期待错位率是将学生期待从事的职业与专业培养的目标职业比较得出的匹配率，是专业职业教育成效的直观反馈之一。
（2）各个年级职业期待错位率以及大三最终的职业错位率（学生所选职业替代职业期待用以比较）的整体趋势能够反（学生所选职业替代职业期待用以比较）的整体趋势能够反映出各专业学生职业期待的变化。



2.管理价值
（1）用于专业间比较职业教育成果。

3 职业期待错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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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价值
（2）用于特定专业不同年级间的职业教育成果。

3 职业期待错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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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变动型持续变动型 年级特有型年级特有型

四大类问题

问题群体型问题群体型 教学期待型教学期待型



学年特有型问题（特点）

1. 题目只在不同学年问卷中涉及。

2. 题目围绕本学年学生经历的特有培养过程展开。



学年特有型问题（内容）

大一专题：生源和适应性 • 生源建设分析
• 学习适应性

• 退学意愿

大二专题：实践教学培养
• 实践教学参与度
• 对实践教学各方面评价

• 实践环节改进点
• 各类竞赛活动参与度实践教学培养 • 对实践教学各方面评价 • 各类竞赛活动参与度

大三专题：培养目标达成
• 毕业设计/项目完成情况
• 专业相关度

• 专升本比例及原因



1 学习适应性
1.基本含义
（1）适应性问题是新生入学后由高中向大学生活转变的一大挑战，而学习适应性问题是其中最主要的问题。
（2）学习适应性问题除了调研遇到问题的学生比例，还会对遇到问题的学生询问学校是否帮助其缓解了问题。缓解程度是学校工作成果的体现。工作成果的体现。



2.管理价值
（1）确定学生遇到学习问题的原因。

1 学习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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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价值
（2）定位学习问题较高的院系/专业，重点进行干预。

1 学习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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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实践教学各方面评价
1.基本含义
（1）实践教学是职业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了解学生反馈是改进其的重要依据。
（2）评价包括对实习实践环节硬件设施、组织管理、学习效果等方面的评价。



2.管理价值
（1）了解学生对实践教学反馈，做有针对性的改进。

2 对实践教学各方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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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毕业设计/项目完成情况
1.基本含义
（1）毕业设计/项目是高影响力教学活动之一，也是毕业年主要的教学活动，对学生的成长至关重要。
（2）毕业设计/项目完成情况包括完成的顺利情况、所用时间、与导师的沟通频率和对导师的满意度等。



2.管理价值
（1）了解学生毕业设计/项目完成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3 毕业设计/项目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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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价值
（2）毕业设计/项目完成花费的时间分布。

3 毕业设计/项目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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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变动型持续变动型 年级特有型年级特有型

四大类问题

问题群体型问题群体型 教学期待型教学期待型



第三类：问题群体型问题（特点）

1. 题目关注每个学年的“问题”群体。

2. 来年调研中，追踪问题是否改善/解决。2. 来年调研中，追踪问题是否改善/解决。



大二追踪问题 大一存在学习适应性问题的学生群体

第三类：问题群体型问题（内容）

大三追踪问题 大二存在毕业规划迷茫的学生群体



持续变动型持续变动型 年级特有型年级特有型

四大类问题

问题群体型问题群体型 教学期待型教学期待型



第四类：教学期待型问题（特点与内容）

1.题目每学年都可灵活设置，获取学生的期待态度。
2.根据学生的需求，及时跟进工作、提高学生对教学满意度。

未来期望 • 灵活设置、征询关注点 • 了解期待



全程跟踪四大类问题全程跟踪四大类问题
目的与作用目的与作用

全程跟踪四大类问题全程跟踪四大类问题
在校生数据分析在校生数据分析



两种在校生数据分析形式

• A 类 各学年单独分别分析
•B 类 三个学年数据整合分析•B 类 三个学年数据整合分析



指标体系（大一学年）

教学满意度

教师改进
课程改进 教学效果跟踪

专业培养分析

职业期待（错位率）

专业选择
专业认知教育

专业认同度

基本能力增值

学习活动

职业素养增值
生源建设与学习适应性

未来期待
课外学习

职业前瞻教育

学习投入分析

生源志愿填报
学习适应性分析

职业成熟度教育

来年教学工作期待

能力素养增值



指标体系（大二学年）

教学满意度

教师改进
课程改进 教学效果跟踪

专业培养分析

职业期待（错位率）
专业认知

专业认同度

职业规划职业成熟度教育
基本能力增值

学习活动

职业素养增值
能力素养增值

未来期待课外学习

职业规划

学习投入分析

职业成熟度教育

来年教学工作期待
实践教学满意度

实践教学培养

职业成熟度
实践教学参与度



指标体系（大三学年）
教学满意度

教师改进
课程改进 教学效果跟踪

核心知识增值
基本能力增值

专业培养分析
专业证书获取情况

专业认同度

职业期待（错位率）

职业能力增值 签约职业情况

职业素养增值

能力素养增值

未来期待

求职辅导工作有效性

学习投入分析

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职业成熟度教育

毕业生对母校的期待
就业人群达成情况

与导师沟通频率

毕业设计/项目组织质量
导师满意度



指标体系（总）
教学满意度

教师改进
课程改进 教学效果跟踪

核心知识增值
基本能力增值

专业培养分析

职业期待（错位率）

知识能力素养增值

专业认知
专业证书获取情况

专业认同度

职业成熟度
职业成熟度教育

职业能力增值

毕业设计/项目

学习活动
职业素养增值

知识能力素养增值
生源建设与学习适应性

未来期待
课外学习 学习行为分析 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生源志愿填报
遇到学习问题的比例

来年教学工作期待
就业人群达成情况
实践教学参与度实践教学培养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