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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ɻ־Ӎ ᵲ ᵆК 

Е ᵲ ᵆ ꜘ ᵲ ᵆ

ЃװҐ “ ”Є ҅

ᵲ ᵆ ɼ Ὺ ꜘɼ ֙

ᵆ ῇ ᵆ ɼ 

Ї ᵲ ᵆ ֒ Е̔

ᵆЖԑ ЖҎ ⅎ

ᵆЃ ᵆ ᵆЄЖ Ҙҟ ᵆЖ֒

ᵆɼ 

ԑɻ ꜘ ᵲ ᵆ ᴌ  ӍК־

Е ꜘ ᵲ ᵆ ᴌЕ 

Ѓ1Є Ҏ װ ӎ ҟ ɼ 

Ѓ2Є ┼ Ẩ ɼ 

Ѓ3Є ҏ҅ Ὺ Ԑҟ └ ʃῗԓ

҅ ʄЃ [2010]567

Є ᴌ ‼Ї ∑ҏ 2012

Ғᵤԓ 12000ᾣɼ 

Ѓ4Є ֒ ҟ ꜘ ᵲ

ᵆЇa └ ᵆ ᴌ ᵆ Ї ᵆ Ї

Ẩ Ҙҟɻ ָ ┼ ɼ 

╦ Ҏ ҟ Ї ↔ 3

ɼῚᵯ └ ᴌ Ї ᶳ ᵆ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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Ҏɻ ᵲ ᵆ ғ ӎ  ӍК־

Е ᵲ ᵆЕ 

⌐ԓḌ ⸗ ᴌЇ Їꜘ Ὺ Ḧ

ᵩ Ї Ї ҿ Ѓ ҟЄ ᴰ

ꜙɼ 

⌐ԓ ԋ ⸗ ‟Ї

ⅎ ɼ 

⌐ԓḌ ᴰ ғ ָ ῠЇ ᴍ

ɼ 

⌐ԓ ᵲ Ї ᵣЇᾫ

ẇ Ї ⸗ Ї Ғ ɻҒ

⸗₴ ЇԎ∕҅ ɼ 

ɻ ᵲ ᵆ ᵩ Ӎ־ К 

Е ᵲ ᵆ ᵩ 7 ү҅ Ї20 үԑ

Ї39ү Ѓ ᴌ 1Є ɼӀ Ґװ Е 

1. Ӣ ɻῊ ᴰɻ Ὴש

ᵲᴰ Ї ָЇ“ ү ”Їװ ҿ ɼ 

2. ԋ“ ”⸗ ᵣ Ї Ӏ꜠ ꜙ Ѓ ҟЄ

ᴰ Ї ᵣЇ Ѓ ҟЄ

ᴰ Ї ֥ ᵲ Ї ῠ ָ Ї

Ί ɼ 

3. ԋ Ὺ Їװ ҿ Ї ₴ 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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ᵣɼ “ ”Ї “ ”ɼ ֥ ᵲ Ї

ָ ῠ Ї ⸗ ɼ 

4. ԋ“ꜘ Ά Ὴ ”Ї

⸗ Ї Ӏ꜠ ꜙ ᴰ Ї ῠ

ָ ⸗ ɼ 

5. “ ” ᴣ ῠ ɼ “

ῇ ┼” ɼ 

6. “Ҏү ” Ї ῇЇ ⌡

Ḧ ɼ ⌡ ᴌ ⌐ ɼ 

7. ԋҘҟ ᴮ Ї Ҙҟ ғ Ѓ ҟЄ

ᴰ Ї ᴰ Ҙҟɼ 

8. ῠ ᴗҟ ҟҘ ғ┼ Ж Ѓָ

Ғᵤԓ 20%Ї   Ғᵤԓ



12. װ“ ҿ ”Ї ₴ԋ ғ ꜙЇ

ᴰ ᴑ ῠɼ 

13. ָЇꜘ ᵲЇ ᵲ

Ὴ Ї Ὴ ָɻῊ ᵣ ָɼЃ ——

Є 

֒ɻ ᵲ ᵆ  ӍК־

Еװ Ḍ ɻװ Ḍ ɻװ Ḍ ɻ ɻ ɼ 

῏ɻ ᵲ ᵆ Ὺ  ӍК־

Е Ὺ Е“ үḌ ɻҎү ɻҩү ₴ɻ̔ ү ”ɼ 

Ѓ1Є“ үḌ ”ЕḌ ⸗ ῇЇḌ ⸗ ᴌ ЇḌ

ЇḌ ɼ 

Ѓ2Є“Ҏү ”Е⸗ ᴌ └ ‼Ї

Ї └Ḧ ɼ 

Ѓ3Є“ҩү ₴”Е ₴ ꜙ Ѓ ҟЄ ᴰ Ї

₴ ῠ ָ ⸗ ᵣɼ 

Ѓ4Є“҅ү ”Е Ὺ Ḧ

ᵩ Ї Ғ ┼ɼ 

҈ɻ ᵆ ᵫ К 

Е ᵆ ⅎҩү Е 

҅ Ї Ҙ үָ Ὴ ɻ ≡ ҏ ᵩ

ЇҘ Ҙ үָ Ҙ ᵆ

Ї ᵆ ⅎҿ“ ”ɻ“ ” “Ғ ”Ҏ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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ᵆ ᶳ ‼Е 

Ѓ1ЄҘ ᵆ Ҙ үָ ₴

ЃҘ Ғ ЄЇ ‼Е 

ЕҘ ҲЇ ԓ ԓҎⅎӐԑɼ 

Ғ ЕҘ ҲЇҒ ԓҎⅎӐ҅ɼ 

Еבԓ ғҒ Ҳ ɼ 

Ѓ2ЄҘ үָ ᶳ Е 

Е ҲЇ 33ү ҏװ └ ɼ 

Ғ Е ҲЇ 9ү ҏװ Ғ└ ɼ 

Е ҲЇ 7 8ү Ғ└ ɼ 

ԑ ЇҘ ᵆ ֢ ᵆҘ

ᴰ Ї ᵆҲ ԍװ῎ ɼ 

῍ɻ ᵲ ᵆ ⸗  ӍК־

Е ᵆ ҿ“ ” Ї֒ ῇ

Ґ҅ ᵆɼ ‟ ᵲҿ ᵆ

Ὺ ɼ 

ᵆ ҿ“ ” ҿҩ Ї“Ғ ”

ҿҎ ɼ Ї ҿ“ ” Ї 

ɻ Ẩ ҘҟЖ ҿ“Ғ ” Ї

┼ ɻ Ẩ Ҙҟ ┼ ɼ

₴ ᵆ ɼ ᵆ Ї ῇ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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ᵆЇד Ї ҿ ᵤҐЇ

ᶳ ῗ ԍ Ї Ẩ Ὶ ɼ 

Ӣɻ ᵲ ᵆ ᵲ ᵲ  ӍК־

Е ᵆӀ Е ɻ ⅎ ɻ ᵆɻ

֒ү ɼ 

ᵆ ᵲ Ҙ ╦ ɻ Ҙ

Ҙ Ҏү Е 

Ѓ1ЄҘ ╦ ᵲ ᵆ ᵲ

ⅎɼ ꜘ ӥЇ Жꜘ Ї ᶱ Ḧ Ж

‼ Ж ғ Ж

 ɻ ᵲ ᵆ Ḫ ᶕ ɼ

ᵲЇ⅓ ꜘ Ὺ Ї װ Ḍ ɼ 

Ѓ2ЄҘ Ї װ ɻ ᵆЇװ

ӥ ɻ ғ ᵆЖװ Ӏ꜠ Ї ꜙ ᵲ

ᵲ ЇҪ Ḫ ᵆ Ї Ҙ Ҙ ᵲЇғ

Ҙ ֢ Ї ᵆ ɼ 

Ѓ3ЄҘ Ї Ҙ ᴂ ₴

Ї┼ Ї Ὺ Ḧ ᵩ Ї

ᵥ Ї ᵆ Ї

ҏ ᵆҲ Їᶕ ᵲҏ҅ү

ɼ 

ɻ ᵆҘ Ӏ  Ӎ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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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Ѓ1Є ɼҘ ╦ᴰ Їԋ

‟Ї ך ʃ ᵆ ʄ ʃ

ⅎ ʄЇ ɼ 

Ѓ2Є ɼ Ї ╦ ᵲЇ

ɼ 

Ѓ3Є ב ɼ ‟Ї ᵲЇ

꜠ ɼ 

Ѓ4Є ɼ ῇ ɻ ɻ ɻ ɻ

ɻ ɼ 

Ѓ5Є ‟ɼ 

Ѓ6Є ᵆ ɼ 

Ѓ7Є ᵆ Еғ ᵆ√ ɼ 

Ѓ8Є ᵆ Е ҅ ָ ꜘ ᴰЇ

ᵲ ᵩ ᵆ ᵲ ɼ 

҅ɻ ᵲ ᵆ ᵫᵩ װ“ ҿ ” К 

Е ᵲ ᵆה ᵆ └Ίᵩ Ї

װ“ ҿ ”ЇḦ ЇΊᵩ ῏ү Е 

҅ ⸗ ᴌ ₴ԋ ЇḦ ῇɼ

₴ Ὺ Ԑҟ Ѓ205

Ҙ Єғ ῇӐ ᶡ≥13%Ї

₴≥1200ᾣָ Їҙ Ԑҟ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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ԑ ɼ ᵩ ɻҘҟғ

ɻ Ӏ ₴ԋ ЇῚ

Ḍ Їᶕ ɼ 

Ҏ Ӏᴑɻ ᵲ ᴣЇ

ꜘ ᵲɼ ʃ ↔ ʄ ₴ ָҿ ɻ

ҿᾨ Ї ꜡ԓ ᴰ ᴑ ЇḌ Ὴ ɼ 

ᵩ ָ ῠ Ӏ Ї ү Ⱶ

ῠЇ ⌐ԓ ⱵЇḌ ҟɼ 

֒ ꜙɼ ᵩ Ҳ

“ ӥ ɻ ҟ ↔ ɻ∕ҟ ɻ ҟ ғ

ꜙɻ ꜡ɻ ằ ꜙ”ɼ

Ї ᵩ ꜠ Ї יִ

ꜘ Ίᵩ Їᵩ ԋ ҿ ᶱῊ ꜙɼ 

῏ ԋ ᵲ ҟ ᵲ ᴍЇᵩ

װ“ ҿ ” ɼ 

ԑɻ ᵫ ᵲ ᵆ ᵲК 

Е ᵲ ᵆ ằῊ Ḧ ᵩ

ⅎЇ Ḍ ằ ɼ ָ

ῠ ӀᵩЇӤ Ḧ ӀᵩЇ ᵆ ҿ ằ

Ὺ ɼ ᾨЇ ᵆ ᵩ Ї

Ї ᵲЇ⅓ ꜘ Ὺ Ї װ Ḍ ɼῚ Ї

ᵆ‼ ҲЇװ ɻ ᵆЖװ ӥ 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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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ԑ  Ӏ  

֥ ᵲ  

2. ᴣ 

2.1 ғ  
 

ᴣ  

2.2  
 

 

2.3 ῠ  ῠ  

3. ᴌғ

⌐  

3.1  

ɻ ӥ ғ⌐  

ӫ ғ⌐  

ɻ ꜠ ɻ ꜠

ғ⌐  

3.2 ῇ ῇ 

4.Ҙҟғ

 

4.1Ҙҟ  
Ҙҟ ғ  

ῠ  

4.2 ғ  
Ὺ ғ  

ғ ӥ ᴍ 

4.3  

 

ӥ  

ᴰ  

ҟ Ѓ Єғ  

5.  
5.1 ᴣ ғ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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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ԑ  Ӏ  

┼ 

6. ғ

 

6.1  

ғ  

ӥ  

꜠ 

6.2 ғ ꜙ 
Ḧ  

ꜙ 

7.  

7.1  
 

 

7.2Ҙҟ Ⱶ 
Ҙҟ ғ  

Ҙҟ Ⱶ 

7.3ᵩ  ᵩ  

7.4 Ὺ ᴍ 
ᴍ 

ᴰ ᴍ 

7.5 ҟ 
ҟ  

ҟ  

 

ɻ ᵆҘ Ӏ ֙ К 

Е 

Ѓ1Є ɻ Ж 

Ѓ2Є ⱵЇ ⱵЖ 

Ѓ3Є ῇ ₴ Ί 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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Ѓ4Є ‼ ɻ ₴ɻ Ж 

Ѓ5Є Ὺ Ж 

Ѓ6Є Ὺ ғ Ї Ḫ ᾥ Ж 

Ѓ7Є Ὺ ɻ ɻ

Ж 

Ѓ8Є ɻ ɻ∕ Ж 

Ѓ9Є ғ ԝ꜠Ж 

Ѓ10Є ꜠ ӥ Ї Ж 

Ѓ11Є ⌐ ᵩЖ 

Ѓ12Є Ὺ Ї Ї Ж 

Ѓ13Є Ї└ Ж 

Ѓ14Є Ầ Ҙ ᴰ ‼ ɼ 

֒ɻҘ ᵫ ᵆ Ҙҟ ⱵК 

Е └ ῠ Ї ԋҘҟ ɻ

ӥ ғ

ῠ ɻ Ї≡ ӥ ɻ

҅ ӥɻ ɼ Ї ԋ ɻ Ⱶ

Ѓ ῠ Є ЇӀ Їԋ ḷ ɻ

ɼ ҏЇ ӥ ɻ

ɻ ⅎ ‼Ѓ ЇҪ ɻҪ ɻ

Ҫ ⅎ ‼ҿ╦ ЄЖ ғ Ҳ ɻҘ

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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ɼ 

Ҙҟ ғ Ӏ Ҙҟ

ғ Ⱶɼ ԋ ɻ Ⱶ ῠ

ᵩ Ѓ ῠ ЄЇԋ ‟ɻ

Ї ‟ ɼҘ Ґ₉үװה

Е 

Ѓ1Є ῇ ғ ӥ ‟ɻ Ὺ Ҙ

‟ Ж 

Ѓ2Є ɻ ᴍ ‟ Ж 

Ѓ3Є Ӏ ⅎ Ж 

Ѓ4Є ɻ ɻῊ ғ Ҳ Ж 

Ѓ5Є ғ ҟ ӫ ‟Ж 

Ѓ6ЄҘ ғ Їԋ Ⱶɼ 

῏ɻ ᵆҘ ᵫ К 

ЕҘ Ґװה Е



Ѓ4Є ғ ↔ɻ ↔Ї Ί ᴮ

ɼ 

Ѓ5Є ↔ɻ ‟ɼ 

Ѓ6Є ⌐ԓꜘ ∕ ∕

Ⱶ ῠЖ ⌐ԓ ꜠ ӥ Ӏ꜠ Ж ⌐ԓ

ꜘ Ⱶ ⅎ ɻ ” Ⱶ Е ⌐ԓ

үᵩ Ὴ ɼ 

Ѓ7Є ש ᵫɼ 

Ѓ8Є Ї Ὺ

Ⱶɼ 

Ѓ9Є ‟ɼ 

҈ɻ ᵆҘ ᵫ ᴍ К 

ЕЃ1Є Е ‟ɻ Ї ɻ

ҲЇ Ї ɻ ғ װ

ɼ 

Ѓ2Є Е ɻ ɼ 

Ѓ3Є Е Ὴ Ї ⅎ ‼ ɻ ⅎ‼ ɻ

ⅎ ɻ ‼ ɻ ᵲ ɼ 

῍ɻ ᵆҘ ᵫ ҟ Ѓ Єғ К 

Е ҟ Ѓ Єғ Е 

Ѓ1Є Ї ɻ ɻᴓ ɻ └

ῠ Ї ЖҘ ╦ 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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Ж ᵲ ɻ ᵲ

Ѓᶡ Є Ї ᵣ ЇḦ

Ⱶ Їғ ֢ ɻ ɼ 

Ѓ2ЄῚ ҟ ɻ ҟ Ж

ᴍẅ Ї Ґ₉װ Е ” ⱵЖ

ⅎ ɻ ” ⱵЖ ⱵЖ

ᵲҲ ΊЃ ɻ Ḫ Є ⱵЖ ֙

ⅎ ⱵЖ   ɻ ɻ ɻ֢ ⱵЖ

ᵲҲ ᵲ Ⱶɼ 

Ѓ3Єῗԓ“ָ҅҅ ” ɼ“ָ҅҅ ” ῠ ɻ

ᴑꜙ Ⱶɻ ᾭ ԝ ╦ ɼ ԓ₉ᵣ ΐ

ᵲ ҅ү ҟ Ѓ Є Ї ᵩ ү

ꜘЇῚᵯ ⅎ Ầ└ⅎ ЇװḦ ү

ⅎ ᵲɼ 

ӢɻҘ ᵫ ֥ ᵲ К 

ЕӀ Ӏ꜠ ꜙԓ ᴰ ?

ꜙ Ίᵩ ꜙ Кָ ῠ ҟװ ҿӀ К

ғҟ ɻ ɻԝ꜠ ᵲῗ Ї ᵫɼ ᵩ Ҳ

ᵲ װ Ї ᵲ⸗ ɻ ᵲ ָɻ ᵲ

ҟɻ ᵲ ɼ ָ ῠ ЇҒ Ї █

Ҙҟָ ῠ Ї ɼ 

ԑ ɻҘ ᵫ 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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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Ӏ ғҟ ⅓ ᵲ ӥ

Ж ғ Ҙҟ ῗ ɻ 1 Ὺ

ҟ Ї Ὺ Ӏ Е ӥ

‟Ѓ ɻ ɻ ɻ ӥҘҟɻ ӥ

ָ Ὺ Єɻ ғ ӥ ᵣ ɻ ӥ Ḧ

Ж Ӎ־ Ḧ ӥ Ї ᵫ ɼ ӥ

Ғ׃ Ḧ Ї ┼ ӥ Ї ᴑ

ָ Ї ῗԓꜘ ӥ

ῗ ɼ 

ҿЕ ῗ ┼ ɻ ῠ ӥɻ

ɻ ӥ ӫɻ ӥ ɻ ӥ ῗ Ї

ᵲ ӥɻ ɼ 

ԑ ҅ɻ ᵆҘ ԑ К 

ЕЃ1Є ԑ Ҙ ɼҘ

ԑ ῗ ⅎ ‟ ᾨẦ ⅎ Ї

Ї ꜘ ָ ЖӤ װ Ї ᵆ

Ҙ ᴰ ᾨ  Ї ɼ

Ѓ Єɻ ɻ ꜙ ɻ ɻ ᵆҲ ɻָԐ ɻ

ꜙ ɻ ֥ ԑ Ї

үҘ ᾨ ЇҘ Ӥᴰה ᵆ ᵲ ₴ Ї

Ὴ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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Ѓ2Є ү Ѓ Є ҅ 1-2 ӐῪЇ ꜘ

ָ ҅ Ѓ Є ָЇ ῗ ꜘЇ

ᾥ ⅎ ɻ ⅎ ɼ 

Ѓ3Є ү Ѓ Є ‼ 15ⅎ Ὺװ PPTЇҘ

PPT Ї Ҙ ∑ PPT Ї

∑ Ҙ ֢ ɼ 

ԑ ԑɻ ᵆҘ ᵫ К 

ЕЃ1Є ԓ ᵲ Ї҅ ᾨ Ї

Ҙ ⅎ Ї ᵆ ɼ 

Ѓ2Є ҲЇ └ ֙Ғ Ї

ῗ Ầ ҅ ЇӤ ᶱ ҅

ᾥ ɼ 

Ѓ3Є Ҳ ῗ ᵆ Ὺ

₴ ЇҘ ᴰך Ї Ὶל

ɻ ɼ 

Ѓ4ЄҘ װ ҹ ҅֙ ᾥ Ї Е

ᵲҟɻ ɻ ɻ Ї Ї

ɼ 

ԑ Ҏɻ ᵫ “ ᵣ”К“ ↔” ₉ү

↔К 

Е ᵣӀ Е ᵩ ᵣɻ ᵣɻ ᵣɻ

ָ ῠ ᵣɻָ ᵣɻ ꜙ ᵣ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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ᵣӀ Ὶ “ үҿӀ”Е̔ װ ꜙ ҿ

ӀЇ ῚҘҟ Ѓ ҟЄ ᴰ Жԑ װ

ҿӀЇ Ὶ ᶡ ЖҎ װ ָ ῠҿ

ӀЇ Ὶ ῠ ֥ɻ ɻ ɻ ꜙ҅ Ҙ ָ

Ж װ ҿӀЇ Ὶ ғ ῗ Їᶳ

ᴌᴮׂש ⱵЇ ⸗ ɼ 

ᵣҒ ҅ү Ї Ԑҟ ↔ɻ

Ҙҟ ↔ɻ ᴣ ↔ɻ ↔ɻḪ

↔ Ї ῠ ῠ Їⅎ ָ ῠғ⸗ ᵣ

ɼ 

ԑ ɻ ָ ῠ К 

Е“ָ ῠ ” ҅ ש ɻ

ҐЇ ῠ ָ Їװ Ὺ

ᵩ Ї ┼ ᵆ Ї ָ ɼ

Ίᵩ װ ӎЕЃ1Є ῠ ЖЃ2Єҿ ҅

ῠ ү ЖЃ3Єҿ ҅ ҅

ᵆ┼ ЖЃ4ЄғӐ ɻ

ɼ װ ῎ Ї Е + ғ Ѓ Ὺ

+ ᵆ┼ + Є 

ԑ ֒ɻ־Ӎ “ ῠ ”Кה ₉ү К 

Е ῠ Ḧ ָ ῠ ᴌ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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Ї ᴑꜙ ᶳ Ї ӥ₉

ҲЇ Ὺɻ ᵩ ɼ ῠ ҅ ┼

ῠ ɻ ∑ɻῪ ‟ɼ ∑ ᵩ

ᵣЇφ Ί ש Їφ ╦

Ӏ ɼῪ ᵩ ∑ɼ

ῠ Ҫ Ї ┼ ᴌᵲḦ ɼҘ

ῠ ɻ ᴑꜙӫɻ ҅ Ї ꜠ Ї

ῠ ⅎ ɼ 

┼ ┼ Ḧ ῠ Ї ‟

ɼ ῠ Ї̔ ┼ ῠ

∑ ָ ῠ ᵣɼԑ ┼ ῠ

ɼҎ ᵩ ɻ

ɻ Ҏᵣ҅ᵩ ῠ Ҙҟ Ⱶɼ ῠ

‟ ɼ 

ԑ ῏ɻ־Ӎ ᵲ К 

Е ᴣ ⸗ ҅ ɼ ᴣ ה ғ ɻ

ɻ ῠ Ҏү ɼ 

ԑ ҈ɻה ֙ ᴣ ғ К 

Е ⅎ Ї ᵆҘ Ї ⅎ⌡

Ҙҟ Ї Ὶ ⸗Ҙҟ Ҙҟ ָ

ῠ Ї ᾭ ү⌡Ҙҟ Ғ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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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Ԑ ᶱ Ї ⅎ ҏ

ᵲ ɼ 

ғῚל ҅ Ї ҹ

ɻ ɻ ᶡҒ ɼᴥ ғῚל Ғ Ї

ЇӀ Ғ Ї̔

Ғ Їԑ Ҙҟ ЇҘҟ ָ Ғ Ї

Ғ ɼ 

ԑ ῍ɻ“ ” Ίᵩ ᴌ ֙К 

Е“ ” Ί Ӏ ∆ Ί Ҙҟ( ҟ)

ҟה ᴑ Ї Ґ∆ ᴌӐ҅ װ ҿ ԓΊ

Ҙҟ( ҟ)הҟ ᴑ Е 

Ѓ1Є Ҙҟ ᵲ Ҳ ҏװ Ж 

Ѓ2Є ҟ ӫ Ҙҟ Ж 

Ѓ3Є ֒ ҟῪהԐ Ҙҟ ᵲ ҅ ԑ Ж 

Ѓ4ЄӀ Ѓ Ӏ ғЄҎ ҏװ Ї

ᶕ Ї Ж 

Ѓ5ЄӀ Ѓ Ӏ ғЄҩ Ὺ Ї Ὺ

Ҳ ᾨ ɼ 

ԑ Ӣɻ ᵫ ӥ ᴑ ᴌ? 

Е ӥ ᴑ ᴌ,

⌡ ɼ ᵲ ҅ Ί Ї

20 
 



ɼῚל ∑ Ί Ҙҟ

Ҳ ҏװ ɼ 

Ҏ ɻ ᵫ К 

Е ָ Ί Ї

Ї ᵣ Ї ӫ ָ

‟Ї Ầ└ԋҿָ ЇҪ ЇהҪ Ї

ɼ 

Ї┼ ᵣ Ї ЇḌᶕ

Ӏ Ⱶ ῇ└ ᵲЇ ῗ ɼ

Ҫ ᵣ ЇẦ└“ ӫ ָɻҿָ ”ɼ“Ҫ Ї

Ҫה ” ᵩΊ ש Ї ῠ

Ὺ Їᾨ ЇҪ ┼ Ї Ї

Ὴ ῇ ɼ“ ӫ ָ” ῗ Ї ᴶ

Ҙҟ Їװ ҿ ⱵЇ ᴶ Ї

ӎЇ ָ ᴍẅ Ї ָ

ɼ ᵤЇ װ ῠ Ї └ ῠ

ɼ ᵆ Е ᵲҲЇ

ᵆ ЇҘ ‟Ї ҟ ɻ ҟ

‟Ї ‟ЇҘ ᴍ

װ Ҙ ָ ᵣ ɼ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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Ҏ ҅ɻ ᵫ ᴍ К 

Е ᵩ ‟ЇҒ үᵩ

ɼ≡ ᵤ Ӑ Ї

‟ЇẦ₴Ὴ ≡ ɼ 

ɻ Ї Ḧ Ж

ằῊ ᴍᵩ Ḧ ᵩ Ї ָ ῠ

Ї ɼ 

Ҏ ԑɻ ᵫ ῠ К 

Е ῠ Ї҅ ῠ Ї

“ ┼”ɻ“꜡ ┼”ɻ ҟ װ ָᵲҿ

ЇῊ

Ҙҟ ⱵЖԑ Ҙҟ ָ ῠ ↔

ЖҎ Ḍᶕ ֥ “ᾥ ”ЇҒ

Ⱶɼ 

Ҏ Ҏɻ Ӏ ₉ү К 

Е ҩ ЕЃ1Є Е װ

ᴑᵫ Ṣ└ Ầ ⸗ Ầ ЖЃ2ЄῪ ҏ

Е Ὺ ₴ ẦЇ Ầ 10

ү Ї ᶱԋ 20ү Ї 20ү Ҳ Ầ 10ү

Ї Ὺ ҏ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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Ҏ ɻ ᵲҲ ᵣӀ ᵩ ֙ К 

Е ᵲҲ ᵣ Ғ ҅ Ї

ӎ Ї װ Ґ₉װ Е װ ҿ Ї

ԋῪ Ḧ ᵩ ЖΆ ᵲЇ

ᵲЇ ῇ ҅ Ї ” ᵲ

Ҳ Ж ָ ῠɻ ᵲɻғῚל ᵲ ῗ Ж

ῇ ԓᴮᾨ ᵣЇ Ж ָ

ᴑ Ж ָ ᵲЇ Ӏ꜠

ҿ ꜙЇ Ж Ѓ Ὶ ⌐ ⅎ

Є ᵩ Ж ҲЇ

҅ ”┼Ж ָ ᵲ ҿ Ҳ ɼ

ῗ ԓ ɼ 

Ӏᵩ Ї ү

ῗ ɼ ᵲҲ ᵣ Ї

ꜘ ᵲ∆ῇ ᵲ ɼ ᵲ

Ж Ӏ ꜙ ᵆ Ж

ᵲᴰ Ӏ ᴌ ɼ 

Ҏ ֒ɻ“ Ὺ ” Ӏ Ὺ  ӍК־

Е Ὺ ғ ָ ῠ Ӏ Ї

Ӥ ɼ Ὺ ғ

ᵩ ɻΊᵩ ↔ɻ ɻ ‟ ɼ

Ҙҟ ᴰ Ї 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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ῠ Їה ָ ɻ Ⱶ ₴ Ї

ғ Ї ᴮ ɻ ∆ Ѓ ɻ

Єɻ Ὺ Ї ҅ Ї

ᴮ ɼ ↔ ɻ ‼ ɻ Ⱶɻ

ɼ ῠ Ї ԋ ḷ

Ї ḷ ↔ɻ ‼ɻ ɻ ɼ 

Ҙ Ґ₉װה ЕЃ1Є ɼ

Ѓ2Є Ї Ὺ

ⱵɼЃ3Є ‟ɼ 

ằῊɻ ɻ ᴍ ┼ЇҪ

ῗɼ ɼ ᴌ Ї Ầ

  ↔Ї Ї ₴ ɼ 

⌐ Їᶕ ש Ї ⌡

ᵩ Ѓ⌐ ɻ ɻ ἥɻ ɻ꜠

Ḫ ЄЇ ᵩ ᶕ ɼ

⌐ Ї ҿ ᶱ Ӏ ӥ Ї ῠ

Ⱶɼ 

Ҏ ῏ɻ“ ғ ӥ ᴍ” Ӏ Ὺ  ӍК־

Е Ҳ ꜘ ∕ ∕ҟ Ⱶ

ῠЇᾥⅎ ꜠ ɻӀ꜠ ∕ ɼ ⌐ԓꜘ

Ⱶ ῠЇ ⌐ԓ ∕ ∕ ∕ҟ ῠЇ ⌐

ԓ ү Ὴ ɼ ɻ ғ 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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ɻ ᶡⅎ Ї ᾭ Ї

Ӏ ӥ ɼ ҏ Ї ᶱ

Ḫ Ї ꜠Ҳ Ӏᵩ ᵣЇ ӥ ɼ 

ῠ Ї ӥ ᴍ Ї

ɻ ɼ ӥ ᴍ ɻ Ҙ

ᶳ ɼ 

┼ ԋ יִ ғ װ

ғ Ж ꜠Ҳ Ӏᵩ ᵣ ₴Ж

ᵩ ԝ꜠Ї ⌐ԓ Ⱶɻⅎ ”

Ⱶ ⱵЇ ⌐ԓ ү ɼ Ὶ ԋ

Ї ⌐ ӥ ᴍ ү ЇḌᶕ ה

Їה ӥ ɼ 

Ҏ ҈ɻ“ ” Ὺ ӍК־ ֙ К 

Е ғ ⅓ Ї ɼ

Ї ῠ∕ ғ Ⱶ Ғ

ש ᵲ ɼ ָ Ї ┼

Ї ᵩ ɼ ᵩ

ῠ Ї ɼҒ Ὺ

Ї Ї Ї Ԑה

ɼ∕ ᴌᶕ ꜘ ∕ ꜠ɼ ₴

└ 90%ɼ ꜘ ɻ ∕ ɼ

Е ɻ ᴌ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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װꜘ ɼ Е Ὺ Ї

ῗ ɼ ⌐ԓ ῠ ∕ ɻ ⱵЇ

ҙ Ὺ ɼ ɻ

ɻ Ὺ ɼ 

҅ ɻ ɻҘҟ ꜙ ᴣЇ

ῠ Ї ɼ ָ

ⅎ Ї ҙᵲҿ

ָ Ί ҅ Ҙҟ Ї Ṫ ғ Ї

⅓ ғ ῗ ɼ 

ӥ Ӏ ғҟ ⅓ ᵲ

ӥ Ж ӥ ‟Ѓ ɻ ɻ

ɻ ӥҘҟɻ ӥָ Ὺ Єɻ ғ ӥ ᵣ ɻ

ӥ Ḧ Ж Ӎ־ Ḧ ӥ Ї

ᵫ ɼ ӥ Ғ׃ Ḧ Ї ┼ ӥ

Ї ᴑ ָ Ї ῗԓꜘ

ӥ ῗ ɼ 

ҿЕ ῗ ┼ ɻ ῠ ӥɻ

ɻ ӥ ӫɻ ӥ ɻ ӥ ῗ Ї ᵲ

ӥɻ ɼ 

4.3.3 ᴰ  

ᴰ ῠ ∕ ғ Ⱶ Ї

ᴰ ꜠ ɼ Ї┼ ↔Ї₴ Ї

26 
 



↔ ꜠Ї ᴰ ɼ ᴰ ῇ ῠ Ї

ⅎЇ ꜘ ᴰ ₴ ᴑꜙ Ж ꜘ

ᴰ ῇ ᵲ ɼ

Ї Ḧ ɼ 

4.3.4 ҟ Ѓ Єғ  

ҟ Ѓ Є Ғ ҟ ₴ɻᵲ ɻ ᴰ

ɼ ҟ ᵲҟЃ ҟ ɻ ҟ Є

҅ Ҙҟ Ⱶ ɼ ҟ ҟ

ӥ ЇӤ ɼ 50Ѐ

ҏװ ҟ Ѓ Є ɻ ӥɻ ᴰ ᴰ Ҳ

ɼ ҟ ҟ Ї ᾨ Ї ɻ ɻ

ᴓ ɻ └ ῠ Ї Ж

Ҙ ╦ Ї Ж

ᵲ ɻ ᵲЃᶡ Є Ї ᵣ

ЇḦ Ⱶ Їғ ֢ ɻ ɼῚ

ҟ ɻ ҟ Ж ᴍ

ẅ Ї Ґ₉װ Е ” ⱵЖ ⅎ

ɻ ” ⱵЖ ⱵЖ ᵲҲ



ᵲ ҅ү ҟ Ѓ Є Ї ᵩ ү

ꜘЇῚᵯ ⅎ Ầ└ⅎ ЇװḦ ү

ⅎ ᵲɼ 

Ҏ ῍ɻ ᴣ ָ֙К 

Е ᴣ ⅎ ɻ ꜙ Ҙ

ָ ɻ Ѓ ɻ Єⅎ ЃӀᴑЄɻ ӫ

ָ ɼ ᴣ ɻ ɻ ɻҘҟɻҘҟ ꜙɻ

ᴑ ɻ Ⱶ Ї Ї ᶉ ᵩ ɼ

үָ Ί ᵲ ғ Ї ᵣ ᵲ

ָ Ԑה ᵲ ᵲ ɼ ָ

ᵣ ЇḌᶕ ָ Ӏ Ⱶ ῇ ꜙ ᵲҲɼ

Ї ꜙ Ї ɼ

װ ҿ Ї Ї

ָ ᴑꜙӐ҅ɼ 

Ӏ ָ ғ ɼ ғ

ָ ɻ ɻ ᵣɻ ɻ ɼ

ᴣ Ӏ ᴑ ɼ 

ָ ғ Ї҅

┼ ᵩ ┼ Ї Ҫ Ї ᵲ Жԑ

ָ ꜙ Ї Ғ Ầ└ָװҿ ЖҎ

װ‟ ԓ ɼ 

Ҏ Ӣɻ ᵫ ᴣ 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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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Ӏ ָ ғ ɼ ғ

ָ ɻ ɻ ᵣɻ ɻ ɼ

ᴣ Ӏ ᴑ ɼ 

ָ ғ Ї҅

┼ ᵩ ┼ Ї Ҫ Ї ᵲ Ж

ԑ ָ ꜙ Ї Ғ Ầ└ָװҿ ЖҎ

װ‟ ԓ ɼ 

ɻҿ־Ӎ ᵆ┼ К 

Е ԋ ᵆ┼ Ї

ᵲ Ї ɼ ɻ

ᵩ Ḧ ɼ

ᵩ Е ɻ Ӏ ‼ ɻḪ Ѓ

Єɻ ᵆɻḪ ɻ 6 ү ɼ

ɻ┼ ɻ ɻ┼ ɻ Ї ɼ

ɼ ᵆғ

┼ ɼ ᵆ ᵆɻ

Ѓ Є ᵆɻ ӥ ᵆɻ ᵲ ᵆ ɼ

ᵆ ᵲ ɻ ɻ ↔ɻ ɼ ᵆ

ᵲЇ ҅ү ɻ ɻ ԓ ᵲ ᵆ ᵩ Ї ⸗

┼ ɼ ᵲ Ї

Ї ᴰ ⅎ ɼ

ɻ ᴣ ɻ ЇḪ

29 
 



ɼ Ҳ װ װ

ɼ 

҅ɻ ӥ Ὺ ӍК־ Ὺ  ӍК־

Е ӥ ӥ ҲЇ ₴

Ї ҲЇ ҿ ɼ

ӥ ҅ Ⱶ Ї ᵲ Ї ָ ῠ

ᵲ ɼ 

Ҳ Ї ᵩ ɼ

ᵆӀ ┼ ֙ ֙ ꜠

ӥ Ї ῗ Ӑ ꜠ɼ

‟ɻ ꜘ ᵩ ꜠ ‟ɼ 

ԑɻ“ ꜠ ӥ ғ ”Ӏ Ὺ

 ӍК־

Е ҿ ᴣЇ

ᵩ ЇằῊ ┼ Ї Ж

꜠Ї ɻ ɻᵩ ꜠Ї ԑ ꜠Ї∕ ɻ∕ҟ ᴰ

꜠ Ḍ ᴮ ꜠ Ж ӥɻ Ѓҏ ɻ

ӥɻ └ɻ ɻ ɻ ɻᵲ Є ᵩ

Ж ῠָ Ҳ ₴ ᾨ ῝ װ

⅓ ɼ 

Ҏɻ“ ғ ꜙ” Ӏ Ὺ  ӍК־

Ӏ ᵲᵩ ‟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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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Ї ┼ ԋ ꜠ ғ ɻ

꜠ Ї ᵫɼ 

װ“ ҿ ” ЇҒ ꜙ Ї

ָ ɼ⌐ ש ғ ֢

┼Ж ᵣɻ ꜘ Ї ӥɻ

ɻ ꜠ɻ ɻ ӥ ɻ ҟ Ѓ Єɻ ɻ ҟɻ

Ї ғЇ Їᵩ “ ָҿ

”ɻ“ ҿ ” ɼ 

Ӏ ӥ ɻ ҟ ↔ ɻ∕ҟ ɻ

ҟ ɻ ằ ɻ ꜡ ꜙ ғ ꜙ Їԋ

ɼ ҟ ┼Ї ҟ

Їԋ ָ ῠ ЇḌ Ҙҟ ɼ 

ɻ“ ” Ӏ Ὺ  ӍК־

Е ᴑꜙЇ

Ї ∕ Їҵ Ὺ Ї

ᵲ Ὴ Ї Ὴ ָɻῊ ᵣ ָɼ

Ї ɼ Ӏ ɻ

ɼ ₴ Ї ₴

ꜙ ꜙָ ᴰ ᴑ ῎ ЇΊ ԝ꜡ɻ

Ḫɻ ɻ Ї ғ ꜙ ῎

꜠ ɼ ש ש

қ ɻᴍẅ ָ Ж√ ∆Ӏӎɻ ҡ 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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Ҳ ᴰӀӎ ЖΊ √ Ӏӎ Ї

ᴰӀӎḪ ɻ ɻ ῘҲ ᶕ ῎

Ж ῠ ɻ∕ ɻ ɻ

ⱵЖ ῠ Ḫ ɻ ᵲ ɼ 

үָ ᴰ Ҳ ᴍẅ≡ ɻ ҿ ɻ

ғָל⌐ ῗ Ὺ Ї ש

ḷῠɼ 

Ὺ ɻ Ї ῠ

ɼ ָװ ҿӀ Ὺ ɻ

꜠Ї Ї ָ

ɼָ ԋ ḷ Ї ɼ

ῠ ɼ ɻ Ї

ῠ ɼװ Ї Ⱶ Ҙ ɻ

ɻ ᴰ ɻ ꜠Ї Ӧ ɻ

ῠ ᴰ ᴑ Ї Ї ɼ 

Ӏ Ҳ ῗ ᴌ Ї ῠ

ɻּדԓ ɻ Ḫɻ ɼ Ί

қ ɻָ ɻᴍẅ Ї ғ ᴰ῎ ꜠

װ ₴ ᴰ ᴑ ɼ 

֒ɻ ᵫ ᵆ“Ҙҟ Ⱶ”К 

Е ӥ ғ ῠ

ɻ Ї≡ ӥ ɻ ҅ ӥ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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ɼ Ї ԋ ɻ Ⱶ Ѓ ῠ Є

ЇӀ Їԋ ḷ ɻ ɼ

ҏЇ ӥ ɻ ɻ ⅎ ‼Ѓ

ЇҪ ɻҪ ɻҪ ⅎ ‼ҿ╦ ЄЖ

ғ Ҳ ɻҘ

ӥ ɼ 

Ҙҟ ғ Ӏ Ҙҟ

ғ Ⱶɼ ԋ ɻ Ⱶ ῠ

ᵩ Ѓ ῠ ЄЇԋ ‟ɻ Ї

‟ ɼ 

Ίᵩ Ґ₉үװהװ Е 

Ѓ1Є ῇ ғ ӥ ‟ɻ Ὺ Ҙ

‟ Ж 

Ѓ2Є ɻ ᴍ ‟ Ж 

Ѓ3Є Ӏ ⅎ Ж 

Ѓ4Є ɻ ɻῊ ғ Ҳ Ж 

Ѓ5Є ғ ҟ ӫ ‟Ж 

Ѓ6ЄҘ ғ Їԋ Ⱶɼ 

ῠ ɻ ῠ Ҙҟɻ ҟɻ ᴰ Ї

⅓ ῠɻ Ї Ї

Ҳמ Ї Ӄ⸗Ҙҟ Ⱶ ɻ Ⱶ ῗɻ 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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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Ї Ҙҟ ⱵЇ ᴮ ɼ 

῏ɻ ᵫ ꜠К 

Е ꜠ ꜠ ᵩ ꜠ɼ

꜠ װ Ⱶɻ∕ ∕ҟ Ⱶҿ

꜠ɼ יִ ꜘ ꜠ ꜠ Ί

ᵩ Ї ꜠ ɻ ↔ɻ Ḧ Жⅎ

ғ Ї װ ɻ ꜘῚҲ҅ ₉ ָ

ῇЇ ָ҅ 40% Ї ҿ ғ

ɼ ᵩ ꜠Е װ ҿ

ᵩ ꜠ɼ ꜠ ꜠ ᵩ ꜠ ᵩЇ

Ҙ ԋ װ

ᵲ ɼҘ ᵣ ᵩ ꜠ Ї

ԋ װ ᵲ

ɼ 

҈ɻ Ⱶ ῠ ᵩ Ҳ ᵫᵩ К 

Е ʃ ↔ ʄ Ⱶ ῠ

ָ Ї ᵩ Ґ₉װ ₴ԋ Ⱶ ῠЕ

҅Ї Ⱶ ῠ ⸗ ᴌᵲԋ ɼ ɻ ӥ

ָ ῠ Ї ᴀ ẅ

ᴀ ᶡ └ ⸗ ᴌ Ї ⌐

ɼ Ї ᴣҲ ҅ ᶡ Ί ֥ ɼ

ԑЇ“Ҙҟғ ” Ҳ Ғ Ҙҟ ᵲ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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Ж ҅ ɻ Ї

ɼ ӥɻ Ḧ Ї └ᵣЇ Ж

Ї ᴰ ῇ ↔Ї ⅎЇ

ꜘ ᴰ ₴ ᴑꜙ Ї ꜘ ᴰ

ῇ ᵲ ɼ ҎЇ ҟ Ѓ Єғ Ҳ

֥ ᴰ Ї Ҙҟ ⱵЖ

50Ѐװҏ ҟ Ѓ Є ɻ ӥɻ ᴰ

ᴰ Ҳ ɼ Ї“ ғ ” Ҳ

ꜘ ꜠ Ї יִ ꜘ

꜠ Ίᵩ Ї ғ Ж Ї ꜠ ғ

ᵲ ғ ɼ 

῍ɻ“ᵩ ” Ӏ Ὺ  ӍК־

҅ү Ї └ 85%ɼᵩ ʃ ằ

‼ʄ Ї ᵩ ᵩ ꜠ ᵩ

‟ɼ 

῎ΐ ɻ ḷ ҲЇ Ї

ԋῊ Ҙ Ї ғ ɼ

ԋҵ ꜠Ї ֙ ꜠ ש ɻ ɻ

Ї ῠ ָ ῠЇ ɼ 

Ӣɻ“ Ὺ ᴍ” Ӏ Ὺ  ӍК־

Е ɻҘҟ ғ ɻ ɻ

ɻ ᴌɻ ᴣ ɻ ɻ 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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ɻ ɻ ғ ɻ ɻ ᴍ ғ

ɻ ɻָ ῠ ɻ ӥ ɻ ӥ

ᵲ ɼ ҏװ ⅓ Ὺ ᵆЇ

ғ ┼ɼӀ ɻ ɻ

ғ ֢ Їԋ ᵲ ᴍɼ

≡ ᵲ ɼ 

ᴰ ᴍ ᴰ ָ Ї ָ ᵣ

Ї Ї ɻҲ ɻ ᴰ ɻ ָ ᴍЇ

ᵩ ᴍװ ῠָ ‟ ɼ ᵆ

Ї └ ɻ ҟ ɻ ҟ ҟ ᵣ ᴍ

ɼ 

֒ ɻ“ ҟ” Ӏ Ὺ  ӍК־

ЕӀ ү Ї̔ ҟ √ ҟ

└ Ὴ Ї ҟ ᵲ ɼ√ ҟ └ 8

31 ╦ɼ ҟ ҟ ָ ɻ ָ ɻ Ӏ∕ҟָ ɻ

₴ ₴ ָ ɼԑ Ӎ־ Ḍ

ҟЇ ɼ ҟ ⅎ ҟ ָ ɼ

Ҏ ԋ ҟ ᵲ ɼ ҟ ҟ ᵣғ

ῠ ɻғ Ҙҟ ῗ Ї ҟ ҟ ᵣ

Ⱶװ Ⱶ ɼ 

 

 

36 
 





֒ ԑɻ ᵲ ᵆ ₴ ֙ К 

ЕЃ1Є ῇ ᵲ ᵆ ӎ

ᵆ Ї Ҳ ҅ “ָָῗ ᵆ”ɻ“ָָԋ ᵆ”ɻ“ָ

ָ ғ ᵆ” ɼ 

Ѓ2Є ῇ Ї ᵥ үῗ Їꜘ

ɻ Їꜘ ғᴑ ɻ Ї ”ɼ 

Ѓ3Є ӥЇ ӥ ɼ 

Ѓ4Є ῇ Ї Ḍ ɼ 

Ѓ5Є ῇ Ї Ѓ ɻ ɻ ӥ

Є ᵩ ‟Ї Ї “ Ї

Ὴғ ɼ 

Ѓ6Є Ά Ầ└Ӏ꜠ Ї ɼ 

֒ Ҏɻ ᵲ ᵆҲ ֒

К 

Е ֒ ЕЃ1Є Е ᵆ ᵲ “Ҙ

”ɼЃ2ЄῊ Е ғɻָָ ɼЃ3Є ᴑ Е

ᴑ ɻᶕ ɼЃ4Є ЕῊ ҅ Ї

ᵲɼЃ5Є Е ɼ 

  

38 
 



ᴌ 1Е ᵲ ᵆ ᵩ  

 
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指标体系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观测点 基本要求 

1 
办

学 
思

路 
与 
领

导 
作

用 

1.1 
学

校 
定

位 

1.1.1 
学校定位 
与规划 
[注 1] 

①学校办学定位明确，发展目标清晰，能主动服务区域（行业）经济社会发展； 
②规划科学合理，符合学校发展实际需要； 
③坚持内涵式发展，注重应用型办学特色培育。 
 
[注 1]学校规划包括学校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学科专业建设规划、师资队伍建设规

划、校园建设规划和信息化建设规划。 

1.2 
领

导 
作

用 

1.2.1 
领导能力 

①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各级领导班子遵循高等教育办学和教学规律，确立主动

服务区域（行业）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办学思路。 
②认真落实学校发展规划和目标； 
③教育教学管理能力较强。 

1.2.2 
教学中心

地位 

①有以提高质量为核心、落实教学工作中心地位的政策与措施，重视建立并完善

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②各级教学管理人员责任明确，各职能部门服务人才培养情况好，师生基本满意。 

1.3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1.3.1 
人才培养

思路 

①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 
②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思路清晰，效果明显； 
③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注重因材施教。 

1.3.2 
产学研 
合作教育 

①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教育 
②在与企（事）业或行业合作举办专业、共建教学资源、合作培养人才、合作就

业等方面取得较好效果。 

2 
教

师 
队

伍 

2.1 
数

量 
与 
结

构 

2.1.1 
生师比 

①全校生师比达到国家办学条件要求[注 2]； 
②各专业的教师数量满足本专业教学需要； 
③合理的控制班级授课规模，有足够数量的教师参与学生学习辅导 
[注 2]参照教育部教发〔2004〕2 号文件限制招生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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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队伍结构 

①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比例≥50%； 
②在编的主讲教师中 90%以上具有讲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硕士、博士学

位，并通过岗前培训； 
③教师队伍年龄、学历、专业技术职务等结构合理，有一定数量的具备专业（行

业）职业资格和任职经历的教师，整体素质能满足学校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要

求。 
2.2 
教

育 
教

学 
水

平 

2.2.1 
师德水平 

①履行教师岗位职责，教书育人，从严执教，为人师表； 
②严谨治学，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2.2.2 
教学水平 

①建立引导教师投入教学的机制； 
②教师的课堂教学、实践指导总体上能满足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③教风和教学效果较好，学生基本满意。 

2.3 
培

养 
培

训 

2.3.1 
培养培训 

①有计划开展了教学团队建设、专业带头人培养等工作，初见成效； 
②有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能力的措施，将课程育人作为教学督导和教师绩效考核

的重要方面； 
③有加强教师专业职业资格和任职经历培养的措施，效果较好； 
④重视青年教师培训和专业发展，有规划、有措施、有实效。 

3 
教

学 
条

件 
与 
利

用 

3.1 
教

学 
基

本 
设

施 

3.1.1 
实验室 
实习场所

建设与 
利用 

①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及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所占比例达到国家办学条件

要求[注 3]； 
②实验室、实习场所及其设施能满足教学基本要求，利用率较高。 
[注 3]参照教育部教发〔2004〕2 号文件限制招生规定。 

3.1.2 
图书资料 
校园网 
建设与 
利用 

①生均藏书量和生均年进书量达到国家办学条件要求[注 4]； 
②图书资料（含电子类图书）能满足教学基本要求，利用率高； 
③重视校园网及网络资源建设，在教学中发挥积极作用。 
[注 4]参照教育部教发〔2004〕2 号文件限制招生规定。 

3.1.3 
校舍 

运动场所

活动场所

及设施建

设与利用 

①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达到国家办学条件要求[注 5]； 
②教室、实验室、实习场所和附属用房面积以及其它相关校舍基本满足人才培养

的需要，利用率较高； 
③运动场，学生活动中心及相关设施满足人才培养需要。 
[注 5]参照教育部教发〔2004〕2 号文件限制招生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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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经

费 
投

入 

3.2.1 
教学经费

投入 

 
①教学经费投入较好地满足人才培养需要。其中，教学日常运行支出[注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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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②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出≥1200 元人民币，且应随着教育事业经费的增长而逐

步增长。 
 
[注 6]指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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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专

业 
与 
课

程 
建

设 

4.1 
专

业 
建

设 

4.1.1 
专业设置 
结构调整 

①有明确的专业设置标准和合理的建设规划，能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本

校实际调整专业，专业结构总体合理； 
②注重特色专业的培育。 

4.1.2 
培养方案 

①培养方案反映专业培养目标，体现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要求； 
②有企业行业专家参与制定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③构建了科学合理的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课程体系，其中，人文社科类专业实践教

学占总学分（学时）不低于 20%，理工农医类专业实践教学比例占总学分（学时）

比例不低于 25%，师范类专业教育实习不少于 12 周； 
④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开设专门课程，纳入学分管理； 
⑤培养方案执行情况良好。 

4.2 
课

程 
与 
教

学 

4.2.1 
教学内容

与 
课程资源

建设 

①课程建设有规划、有标准、有措施、有成效； 
②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和学生的需求，开设了足够数量的选修课； 
③教学内容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能够反映本学科专业发展方向和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教学大纲规范完备，执行严格； 
④注重以专业应用能力培养为导向的教材建设，有科学的教材选用和质量监管制

度； 
⑤能有效利用网络教学资源，现代教学技术和手段使用效果较好。 

4.2.2 
课堂教学 

与 
学习评价 

①推进课堂教学改革，有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学方法改革的政策和措施 
②课堂教学体现以学生能力培养为中心，注重学生创新创业精神和能力培养； 
③教师能够开展启发式、参与式、讨论式等教学； 
④课程考核方式科学多样。 

4.3 
实

践 
教

学 

4.3.1 
实验教学 

①实验开出率达到教学大纲要求的 90%； 
②有一定数量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有开放性实验室； 
③实验指导人员结构合理，实验教学效果较好。 

4.3.2 
实习实训 

①能与企事业单位紧密合作开展实习实训； 
②每个专业建立有稳定的实习实训基地，时间和经费有保证； 
③指导到位，考核科学，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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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社会实践 

①把社会实践纳入学校教学计划，规定学时学分，对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提出时间

和任务要求； 
②把教师参加和指导大学生社会实践计入其工作量。 

4.3.4 
毕业论文

（设计）

［注 7］ 
综合训练 

①选题紧密结合生产和社会实际，难度、工作量适当，体现专业综合训练要求； 
②有 50％以上毕业论文（设计）在实验、实习、工程实践和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

中完成； 
③教师指导学生人数比例适当，指导规范，论文（设计）质量合格。 
[注 7]包括不同种类毕业汇报演出、作品展示、医学临床实习、社会调查报告等。 

5 
质

量 
管

理 

5.1 
教

学 
管

理 
队

伍 
注 8 

5.1.1 
结构 
与 
素质 

①结构较为合理，队伍基本稳定，服务意识较强； 
②注重教学管理队伍培训，积极开展教学管理研究，有一定数量的研究实践成果。 
[注 8]教学管理队伍包括学校分管教学的校领导、教务处等专职教学管理人员、院

（系、部）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长（主任）、教学秘书等教学管理人员 

5.2 
质

量 
监

控 

5.2.1 
规章制度 

①教学管理制度规范、完备； 
②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执行较严格； 
③教学运行平稳有序。 

5.2.2 
质量控制 

①学校建立了自我评估制度； 
②注意发挥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的作用； 
③对教学质量进行常态监控。 

6 
学

风 
建

设 
与 
学

生 
指

导 

6.1 
学

风 
建

设 

6.1.1 
政策措施 

①有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政策与措施； 
②开展了行之有效的学风建设活动。 

6.1.2 
学习氛围 

①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②学生学习主动、奋发向上； 
③自觉遵守校纪校规，考风考纪良好。 

6.1.3 
校园文化

活动 

①积极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指导学生社团建设与发展； 
②搭建了学生课外科技及文体活动平台，措施具体，学生参与面广泛，对提高学

生综合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学生评价较好。 

6.2 
指

导 
与 
服

务 

6.2.1 
组织保障 

①每个班级配有兼职班主任或指导教师； 
②按师生比不低于 1：200 的比例设置一线专职辅导员岗位； 
③专职就业指导教师和专职就业工作人员与应届毕业生的比例要保持不低于 1：
500； 
④按师生比不低于 1：5000 的比例配备专职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且不少于 2
名，并设置了相关机构； 
⑤有调动教师参与学生指导工作的政策与措施，形成教师与学生交流沟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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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学生服务 

①开展了大学生学习指导、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创业教育指导、就业指导与服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心理健康咨询等服务，学生比较满意； 
②有跟踪调查毕业生发展情况的制度。 

7 
教

学

质

量 

7.1 
德

育 

7.1.1 
思想政治

教育 

①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

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②落实国家标准，健全组织机构，加强队伍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较强，学生比较满意，评价较高。 

7.1.2 
思想品德 

①学生展现出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表现出服务国家和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和

公民意识，具有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良好品质 
②学生能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 

7.2 
专

业 
知

识 
和 
能

力 

7.2.1 
专业理论

技能 
①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学生掌握了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7.2.2 
专业能力 ①具备了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能力。 

7.3 
体

育 
美

育 

7.3.1 
体育美育 

①《国家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率达 85％，学生身心健康； 
 
②开设了艺术教育课程，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 

7.4 
校

内 
外

评

价 

7.4.1 
师生评价 

①学生对教学工作及教学效果比较满意，评价较好； 
②教师对学校教学工作和学生学习状况比较满意。 

7.4.2 
社会评价 

①学校声誉较好，学生报到率较高； 
②毕业生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认可度较高，评价较好； 
③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较高。 

7.5 
就

业 

7.5.1 
就业率 ①应届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达到本地区高校平均水平。 

7.5.2 
就业质量 

①就业面向符合学校培养目标要求，毕业生就业岗位与所学专业相关性较高，就

业岗位适应性较强，有良好的发展机会； 
②毕业生对就业工作的满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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