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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认证视角下本科教育质量内部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以河西学院师范类专业为例 

姜丽丽  单华佳（通讯作者）  巩晓文  王顺虎 

（河西学院教学评估督导中心  甘肃  张掖  734000） 

摘要：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专业认证提出了明确要求，开启了我国普通本科教育质
量全新的考核评价体系与方法。本文结合甘肃省教育厅 2019 年对全省各高校师范类专业认证一级指标调查，以河西学院 18 个师范
类专业为例，从专业认证的视角分析了当前河西学院本科教育质量内部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从目标定位、专业设置、课
程体系、师资队伍、实践教学和组织体系与反馈机制等 6 个方面提出了完善内部保障体系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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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tional Standards for Undergraduate Professional Teaching Quality in Gene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ut forward clear requirements for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and also created a brand-new assessment system and method for the quality of 

gener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my country.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of current internal guarantee system for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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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以来，中央和甘肃省委、省政府对本科教育工作作出了

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

准》《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

见》《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等文件对

新时代本科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1]。2018 年 1 月，教育部发布

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涵盖普通高校

本科专业目录中全部 92 个本科专业类、587 个专业，涉及全国高校

5.6 万多个专业点，这是我国发布的第一个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拉开了全国本科专业认证的序幕[2]。 

本科教育是大学的根本，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提升本科教育

质量，我们就必须着力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加快推进专业认证，这

不仅是高校主动适应国家战略发展新需求和高等教育发展新趋势

的必然要求，也是立足自身优势和办学特色，更新教育观念、优化

办学条件、丰富教学资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有力抓手，更是夯

实本科教育基础，践行“以本为本”、“四个回归”理念，实现内涵

式发展的必经之路[3-4]。本文以河西学院为例，从专业认证的视角，

结合当前河西学院本科人才培养存在的质量困境，分析本科教育内

部质量保障存在的问题，以及有效构建河西学院本科教育内部质量

保障体系的制约因素，结合河西学院本科教育的特点以及质量保障

的特殊性，构建一个适合于河西学院本科教育的相对实用的内部质

量保障体系。这不仅为河西学院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研究提供了一

些新的视角和思路，而且对于本科教育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具体设

计与实施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专业认证与本科教育质量保障的关系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是一个概述性词语，人们容易将其与高等教

育质量评估等同起来，更有甚者将高等教育评估等同于高等教育质

量保障体系这一片面观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高等

教育质量保障定义为：是对高等教育系统、院校、专业课程质量进

行评价的全部活动，是作为质量管理的组成部分，对质量的监测、

控制与提升是保障的手段，而其保障范围则取决于高等教育系统的

规模和体制[5]。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则是由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与

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构成，是内部（即学校作为主体对校内展开的评

估）和外部（即由学校以外的非政府的第三方机构对保障高等教育

质量所开展的专业性评估）为实现对高等教育的保障的有机结合

体。 

专业认证是起源于美国的高等教育认证类型之一，是由专业认

证机构对专业教学计划实施的专门性认证，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

系和评估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一种动态论证专业是否符合预设的合

格标准，认证对象为专业而非高校，特别是针对专门职业领域设立

的专业，认证实施主体是相关行业领域的协会组织，由于其强调被

认证者的“专业性”，故而认证合格标准必然高于一般认证标准[6]。

专业认证有产出导向、学生中心、持续改进三大基本理念，反映了

当前国际高等教育主流理念与趋势，对引导与促进我国完善中介评

估机构建设、树立新人才观、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至关重要[7]。 

专业认证与高等院校审核评估有很大区别，也不等同于专业评

估，但都与本科教育质量保障有密切的关系。首先，专业认证是高

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高校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的重要途径，能够帮助建立起完善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

系。促使高校善于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市场需求和高校学科专业实

际情况制定培养计划，突出高校专业特质，避免产出人才同质化。

其次，专业认证以“学生学到了什么”为质量保障着眼点，强调产

出人才的合格标准，而高等教育质量过去强调“教师教了什么”为

落脚点，改变了我国以保障“教”代替保障“学”的状况，从注重

传授知识体系到强化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最后，专业认证注重与国

际接轨，认证标准强调的是国际实质等效性，客观上增强了产出人

才的国际竞争力，补充了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在这一方面的不

足。 

二、专业认证视角下河西学院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存在
的问题 

根据甘肃省教育厅 2019 年发布的甘肃省各大高校师范类专业

认证一级指标统计结果，对河西学院 2019 年师范类专业认证一级

指标的数据和达标情况进行深入分析（见表 1 至表 3）。所有数据的

定义、内涵、标准都来源于 2017 年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

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下称办法），参考其中的一级认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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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体指标制定的依据，指标的内涵进行了解释。通过对河西学院

18 个师范类专业与《办法》一级认证指标进行一一核对分析后发现，

从专业认证的视角来看，河西学院本科教育质量内部保障体系存在

以下方面的问题与不足： 

（一）办学定位和培养目标不清晰，办学特色凝练不够 

“强化办学合理定位”是专业认证工作的核心之一，河西学院

各二级学院在归纳总结办学定位、培养目标和办学特色时存在思考

不够、定位不准、表述不清等现象。普遍存在的是人才培养目标与

学校和学院自身的定位不相符，将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培养目标混

淆。专业培养目标普遍的问题是描述的比较笼统、模糊、空洞，不

直观、不细化，描述不具体、不清晰、不可衡量。教学各环节不能

很好地围绕专业培养目标而开展，不能够支撑目标的实现。 

（二）师资队伍建设的措施不实、力度不够 

普遍存在生师比偏高，结构不尽合理，“产、学、研、创”融

合不够，实践性教学师资普遍缺乏，不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定位，

不适应专业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大部分学院没有师资队伍建设规

划，对师资队伍发展态势的研判不够，贯彻学校“进百所高校，引

百名博士”力度还不够，没有建立有利于优秀教师成长和吸引优秀

人才的机制。 

（三）人才培养方案存在的问题 

没有建立完善用人单位等社会第三方参与制订、修订、完善培

养方案的机制，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过程中只重视对同类高校或同行

专家意见，忽视了毕业生、用人单位的意见建议。学科建设与专业

建设的关系处理不当。课程建设的总体思路不清晰，没有具体计划

和措施，执行情况不佳。也存在课程数量、结构不能够支撑专业培

养目标的实现，课程先修关系不够合理，有因人设课、因人调课的

情况，优质课程资源建设（精品课程、慕课等）情况不平衡，只有

个别学院比较重视。课程教学大纲不齐全，制订过程也不够规范。

个别学院自编教材选用过多，整体水平不高，思政类和部分人文社

科类课程没有严格按照教育部要求选用“马工程”教材。 

（四）培养过程存在的问题 

教学改革激励政策与措施力度不够，教师教学改革的参与面不

广。对“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理解不够深入，没有很好的贯彻

落实评估“以学生发展为标准”、教育“以教师为主导”、培养“以

学生为中心”、评价“以学习产出为依据”等教育教学理念。没有

做到“每门课程都有完善的教学大纲并严格执行”，课堂教学还不

能根据学生需求和能力培养需要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

力，网络优质课程资源的使用情况不理想，使用效果不明显。实践

教学改革总体滞后，实践教学体系设计、内容更新不能满足培养目

标要求，学生参加科研和创新活动的面不广，专业实验室（含科研

实验室）开放还需要加强。学生社团、校园文化和科技活动与专业

契合度不高。 

（五）学生发展存在的问题 

新生教育、专业教育工作不细致，对提高生源质量和专业稳定

性不利。如何吸引和激励专任教师积极参与学生指导工作措施不

力，教师的参与面与参与程度不够。各学院本科生导师制落实的不

平衡，效果不佳。学院开展学生学习指导、专业选择、课程选择、

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创业教育指导、就业指导、心理健康咨询、贫

困生资助等情况，学生对上述指导的满意度不高。没有建立毕业生

跟踪调查机制，没有起到通过毕业生调查，了解人才培养质量，促

进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的作用。 

（六）教学质量保障存在的问题 

没有建立完善学院级的质量保障模式和体系结构，如：队伍体

系、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质量监控体系、质量评价反馈体系、质

量改进体系等；有些教学管理制度明显过时，制度修订不及时。没

有建立完善的评教、评学制度，只有学生评教结果，学院层面没有

开展自我评估进行教学改进。缺少教师和学生对教学工作的评价，

对学生学习效果评价，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质量的评价，企业、行业

对教学的反馈不够。对质量信息及利用不充分。对教学各类信息进

行统计、分析及利用远远不够。如对师资队伍、教学改革、教学条

件、招生、就业等分析，继而改进工作研究不够。还没有把常态监

控的信息和自我评估的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并及时反馈给教师，促

进其改进工作。有的学院没有定期对教学质量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并制定改进的措施，效果不好。以培养方案、专业培养目标、课程

为重点和切入点，开展质量持续改进工作措施不力，持续改进过程

中缺乏教师、在校学生、毕业生、用人单位、社会的广泛参与。 

三、河西学院本科教育质量内部保障体系构建对策与建议 
（一）目标定位保障 

河西学院作为一所地处西北的新建本科院校，目标定位必须建

立在自身的办学特色与办学能力基础上，准确地进行人才培养定

位、学科专业定位、师资队伍定位、教学定位以及服务面向定位，

紧密围绕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目标而进行。1.人才培养定位是要

解决培养何种类型人才的问题。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科学而合

理的找准办学定位，把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作为根本任务。应

用型人才的培养应以强调专业基础理论、突出基本技能教学为主，

当以“求真务实、学以致用”为基本理念，贴近社会需求，突出应

用性。2.要通过学科专业建设带动学科专业发展，并紧密联系地方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突出自身优势，形成特色与品牌专业，形

成优势学科。3.师资问题现已成为专业认证过程中制约河西学院人

才培养质量保障的瓶颈。迫切需要熟练知识与业务的“双师型”教

师，不仅传授给学生专业基础知识，而且熟练该专业的实践操作，

还善于应用恰当而有效的教学方法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4.构建一

套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教学理念要由理论主导型向理

论与能力并重型转变；教学内容应根据市场需要，反映该学科应用

领域与岗位的前沿要求；教学手段要实用化与多样化，灵活应用现

代化教学手段；教学方法要以学生为主体，采用学生主动体验式学

习。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合作道路。 

（二）专业设置保障 

专业设置是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体现之一，能够反映其人才培

养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与素质等多方面因素，不仅与高等院校的

办学质量与办学效益有着密切联系，直接影响着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质量，更是当前专业认证最关键的环节和单元[8]。1.将市场需求作为

专业设置的出发点。要以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专业结构调

整的基本依据，着力增强专业建设与经济社会需要的适应度。树立

“服务型”的办学理念，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的需要，按市场需求进行办学定位。2.根据自身的可行性与发展

趋势培育特色专业。特色专业能够使人才培养具有核心竞争力，关

键还是要看是不是具备势头好、队伍强、手段新、模式活、就业旺

这五个特点。 

（三）课程体系保障 

课程建设与实施过程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学校教育质量的高低，

因此课程建设是河西学院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9]。1.

重构课程理念。要打破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相互对立的局面，重构

适合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课程理念，满足培养多层次、多类型应

用型本科人才的要求，充分体现课程设置要面向大众、服务地方、

追求实用的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应用创新能力为

目标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课程理念。2.改革课程编制体系。将工作

感知作为课程编制体系的开端，让学生要充分了解自己今后从事的

工作和行业的性质以及环境，有助于学生明确自己目标，做好职业

生涯规划；构建多途径的实践课程体系，增加实践性课程的学时比

例，学分比例，构建多途径的实践课程体系。3.教材建设遵循“编”、

“选”并重原则。选用优秀教材，联合编写知行体系教材。与业界

合作编写实践教材，应该鼓励高校专家、学者与相关工厂、企业的

工程技术人员以及高层管理人员共同参与编写。 

（四）师资队伍保障 

2019 年河西学院师范类专业认证一级指标分析结果表明，师资



高等教育 

 102 

队伍是制约河西学院本科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今后师资队伍的建

设绝对是重中之重。1.优化师资结构，打造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

师资团队。应充分地优化师资结构，打造应用型人才教学师资团队，

强调对“双师型”教师的引进与培养，充分调动兼职教师的积极性，

从而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2.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力度。改革院

校教师在职培训方式，将教师安排到相对口的行业进行观摩与顶岗

实习，鼓励教师到企业进行兼职。聘请有丰富技术经验的高级专业

技术人员、青年技术骨干以及经营管理者走进院校进行短期与长期

形式多样的实践指导。3.教师教学方法的改善。在应用型人才培养

过程中，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除了传统的讲授外，要更加注重对行

动导向教学法与启发式教学法的应用。 

（五）实践教学保障 

从专业认证的视角来看，学生的实践能力成为评价本科教育质

量的重要指标，实践环节的作用是使学生真正地完成从知识到能

力、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因此加强实践教学是河西学院本科教育

的重要环节[10]。1.加大实践教学比重。适当减少理论性课程教学时

数，增加实践性教学时数。鼓励与督促教师不断改革实践教学模式，

使其朝着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发展的方向转变。2.加强校内实验室

与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以校内实验室与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为重

点，建设一批直接服务于学生实践能力提高与创新能力培养的实践

基地，满足教师与学生的实践教学与实践训练需求。3.走产学研相

结合的道路。应深入到企事业单位，积极探索校企合作模式与产学

研相结合的道路，通过产学研基地的建设，与企事业单位建立起良

好地合作关系。 

（六）组织体系与反馈机制保障 

加强与推进学校制度建设，建立一套系统、完善、科学、规范

地内部管理制度，进一步对各项教学工作实行科学化、规范化管理
[11]。同时，建立从学校顶层领导到中间各职能部门再到底层各教学

单位的层级系统组织机构管理网络，实现院校组织机构的全方位协

调联动。健全院校的教学质量管理组织机构，发挥教学质量管理部

门之间协调沟通的“纽带作用”。对教学内容进行评估时，要评估

教学内容是否与生产实际和学科最新发展动态相结合外，还要评估

是否与地方政治、经济与产业发展相联系。对教学过程中各方面教

学信息以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各方面质量的意见与评价信息进行

有效收集，从而及时地获得社会各方面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

与反馈。然后通过这些评价信息不断地完善与改革人才培养方案与

人才培养策略，调整课程体系与教学过程，使应用型人才培养真正

地面向市场，适应社会的需求。 

表 1 河西学院师范类专业认证一级指标达标监测数据及达标情

况 

专业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

课学

分 

教师

教育

课程

总学

分 

人文社

会与科

学素养

课程学

分占总

学分比

例% 

学科

专业

课程

学分

占总

学分

比例% 

教育

实践

时间

（周）

实习生

数与教

育实践

基地数

比例 

生师

比 

学科

课程

与教

学论

教师 

具有

高级

职称

教师

占专

任教

师比

例% 

具有硕

博士学

位教师

占专任

教师比

例% 

基础教

育学校

兼职教

师占教

师教育

课程教

师比例% 

教学日常

运行支出

占生均拨

款总额与

学费收入

之和的比

例% 

生均教

学日常

运行支

出（元）

生均教

育实践

经费

（元） 

生均教

育类纸

质图书

（册） 

每 6 个

实习生

配备中

学学科

教材套

数（套）

微格教学、

语言技能、

书写技能、

学科实验

教学实训

室等教学

设施总使

用面积 

达标

指标

数 

达标率 

(%) 

思想政治教

育 
28 32 14.11 56.44 20 2.46 9.97 2 76.00 68.00 22.22 13.67 2727.44 541.81 193.98 3.03 260 15 100.00 

教育技术学 26 30 15.09 51.57 20 0.60 29.6 3 85.71 71.43 22.22 13.53 2557.44 508.11 294.60 2.64 159.76 14 93.33 

学前教育 55 65 14.55 35.15 20 2.91 35.11 100 31.58 89.47 21.43 13.01 1935.47 506.18 91.77 4.56 1027.24 13 86.67 

小学教育 51 63 14.72 35.58 20 0.00 21.96 100 38.89 100.00 20 13.17 2090.08 507.52 114.85 6.23 552.95 12 80.00 

体育教育 31 31 15.09 55.35 20 1.47 15.62 3 63.41 46.34 16.67 13.17 2275.12 507.42 107.61 2.56 630 13 86.67 

汉语言文学 28 32 14.72 53.99 20 2.77 17.75 1 69.23 60.71 25 13.89 3044.72 604.93 102.11 40.04 394.53 15 100.00 

汉语国际教

育 
28 32 14.91 61.49 20 0 19.0 1 20.00 83.33 0.0 13.09 1518.42 518.42 763.16 39.08 394.53 11 73.33 

英语 28 30 14.50 56.50 20 3.19 17 5 55.56 88.89 20 13.27 2660.06 528.92 116.47 51.1 1060.0 15 100.00 

历史学 28 32 14.72 53.99 20 1.81 21.53 1 57.89 94.74 25 13.62 2677.87 532.24 158.47 415.02 260 14 93.33 

数学与应用

数学 
30.5 30.5 14.37 55.99 20 1.61 13.92 2 69.44 69.44 25 13.62 2837.72 564.07 87.03 44.65 90 15 100.00 

物理学 28 32 14.55 53.64 20 1.18 11.44 3 81.25 68.75 25 13.43 2715.86 540.44 238.25 190.92 1944 15 100.00 

生物科学 26 26 15.29 52.23 20 0.83 17.67 1 85.71 64.29 25 13.48 2540.11 504.72 205.66 113.35 1700 15 100.00 

应用心理学 28 32 14.20 55.03 20 0.68 7.79 1 38.89 100.00 22.22 13.50 2692.59 535.14 391.90 3.73 477.08 14 93.33 

计算机科学

技术 
27.5 31.5 15.19 51.27 20 0.52 7.52 1 70.00 95.00 28.57 13.39 2590.49 513.92 275.95 187.71 263.52 15 100.00 

音乐学 28 32 15.09 51.57 20 1.23 21.5 2 40.74 62.96 0.0 13.08 3056.84 563.46 192.69 26.09 2108 12 80.00 

美术学 28 32 15.05 56.74 78 0.83 15.93 1 55.56 72.22 25 13.02 2918.38 534.08 260.09 76.92 370 15 100.00 

表 22019 年度河西学院师范类专业基本办学条件统计表 

纸质图书数量 
校内专业名称 

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 

教育实践经

费 

生均拨款总

额 

学费收入之

和 总量 其中：中文图书其中：教材或教师教材参考书
电子图书数量 

应用心理学 10.13 4.53 23.12 47.28 42665 41952 17 39650 

小学教育 10.13 12.16 62.04 121.64 42665 41952 12 39650 

学前教育 10.13 17.9 91.32 178.66 42665 41952 10 39650 

生物科学 9.4 3.29 22.73 47.2 49890 49177 27 50000 

物理学 14.76 4.46 20.23 42 49890 49177 48 50000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8.26 4.96 22.73 47.28 36590 35437 84 50000 

教育技术学 8.26 2.73 12.52 25.2 42665 41952 68 39650 

历史学 11.6 7.05 31.6 61.94 49890 49177 49 39650 

思想政治教育 20.06 7.4 37.18 73.34 49890 49177 36 39650 



高等教育 

 103 

汉语言文学 10.25 21.28 100 197.22 49890 49177 160 39650 

人文教育 10.25 3.69 17.34 34.2 49890 49177 50 39650 

汉语国际教育 10.25 4.63 21.77 42.94 42665 41952 56 39650 

数学与应用数学 11.49 11.3 69.75 144.8 49890 49177 57 5000 

英语 12.12 14.58 76.68 171.14 42665 41952 54 39650 

音乐学 13.3 9.16 42 141.7 42665 41952 10 39650 

美术学 8.7 6.12 26.78 90.35 42665 41952 10 39650 

化学 15.65 9.04 46.82 97.2 49890 49177 45 50000 

体育教育 33.88 17.02 79.96 166 42665 41952 30 39650 

表 32019 年度河西学院师范类专业专业课程培养情况统计表 

人文社会与科学

素养课程 
教师教育必修课程 

校内专业

名称 
专业类别 

学分总

计 总课

程 

学科专 

业课程 

教师

教育

课程 总课程 
师德教育

类课程 

信息素养类

课程 

教育实

践时间

总计 

教育实

践时间

见习 

教育实

践时间

研习 

教育实

践时间

实习 

参加教育

实践师范

生总计 

参加教育实

践师范生实

习生数 

物理学 中学教育 184.5 24 97.5 36 36 24 4 20 1 1 18 36 36 

汉语言文

学 
中学教育 180 24 93 34 33 22 5 20 1 1 18 120 120 

人文教育 中学教育 177 24 92 35 34 22 5 20 1 1 18 44 44 

汉语国际

教育 
中学教育 176 24 96 35 33 22 4 20 1 1 18 37 37 

生物科学 中学教育 173.5 24 95.5 37 36 25 5 20 1 1 18 34 34 

小学教育 小学教育 158 51 56 97 91 22 5 24 3 1 20 153 112 

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 158 51 57 100 92 23 4 21 1 0 20 238 106 

应用心理

学 
小学教育 170 51 79 14 12 4 5 21 1 0 20 75 33 

数学与应

用数学 
中学教育 179 24 94 32.5 30.5 21 4 20 1 1 18 154 154 

教育技术

学 
中学教育 174 24 90 31 31 26 4 20 1 1 18 40 40 

音乐学 小学教育 164 24 92 31 29 22 4 20 1 1 18 78 78 

体育教育 中学教育 173 24 91 35 35 22 4 20 1 1 18 0 0 

化学 中学教育 179 24 97 32 30 22 4 20 1 1 10 0 0 

英语 中学教育 181 24 95 42 39 28 4 20 1 1 18 75 75 

美术学 中学教育 172 24 89 31 29 22 4 20 1 1 18 50 50 

计算机科

学技术 
中学教育 181 24 91 34 32 22 5 20 1 1 18 50 50 

思想政治

教育 
中学教育 177 21 91 30 30 20 1 20 1 1 18 77 77 

历史学 中学教育 163 23 89 34 33 23 5 20 1 1 18 9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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