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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教学状态数据分析，助力专业建设与调整

张兵令

上海杉达学院　上海　201209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依托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进行多维度深入挖掘与分析，识别专业建设的现状与不足，为专业建设

与调整提供科学依据，进而提高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研究结果表明，教学状态数据分析能够为专业建设提

出针对性的策略和建议，对于推动专业建设与调整的精准化、科学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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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建设与调整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文

化需求的必然要求，在宏观层面需要适应国家、地方经济

政策和产业发展规划，微观层面要符合学校办学定位、特

色和优势以及学生、家长的期望。依托本科教学基本状态

数据，对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要素进行多维度的深入

挖掘与分析，发现专业的优势与短板，推动专业建设与调

整的精准化、科学化。

1. 基础数据说明及研究方法介绍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教育部评估中心本科教学基本

状态数据采集平台，这里忽略数据采集、清洗、整合、转

换的处理过程。研究的数据内容包括：生源情况、课程开设、

实践教学、教学成效、创新创业能力、就业率等。

为了能够客观反映问题，这里研究的数据去除了规模

效应，即不直接使用绝对值，而采用相对值。例如：不是

用各专业实习实训基地的绝对数作比较，而是用每千名学

生所配备实习实训基地的相对数作比较。

本次数据分析选取 5 个本科专业，分别用 A 、B 、C 

、D 、E 来代替，本校平均取本校所有专业相应数据的平均值。

通过均值统计，对数据进行初步描述性统计分析；探

究投入与产出的关联关系，进行相关性分析；运用回归分析、

时间序列分析，预测专业发展趋势。

2. 数据分析的几个结果

2.1 不同专业的生源质量、教学投入、教学效果存在差异。

（1）生源质量情况。生源情况从第一志愿专业录取率

（%）【注 1】、报到率（%）【注 2】、招生规模与本校

所有专业的平均招生规模之比【注 3】、学生转专业的净值

占比（%）【注 4】 四个维度来进行比较。由图 1 可以看出，

B 专业的生源质量整体相对较弱；E 专业的第一志愿率高， 

但是报到率低于学校平均值；A 专业第一志愿率低，转出

专业占比相对较高。

注 1: 第一志愿专业录取率（%）= 第一志愿专业录取人数 / 本专业录取总人数 *100；注 2: 报到率（%）= 本专业报到人数 / 本专业录取总
人数 *100；注 3: 招生规模与本校所有专业的平均招生规模之比 = 本专业录取人数 /( 全校录取人数 / 专业数 ) 注 4: 学生转专业的净值占比
（%）=（转入本专业学生数 - 转出本专业学生数）/ 本专业在校生数 *100

图 1  生源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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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课开设情况。选取的五个专业开设专业课的

数量均多于本校平均值，A 专业开设 的专业课门数相对较

多；C 专业开设课程的门数虽不多，但国际化水平较高，如

图 2 所示。

图 2  专业课开设情况分析

（3）实践教学情况。实践教学投入从实践教学学分占

比（%）【注 5】 、生均实验设备值（千元 / 生）【注 6】、

千名学生校外基地数【注 7】、实习基地当年接纳人数占比

（%）【注 8】、在社会实践中完成毕业综合训练课题占比

（%）【注 9】五个维度来进行比较。由图 3 可以看出，B、

D 专业的实践教学投入较高，D 专业对校外实习基地的利用

率较高。

注 5: 实践教学投入从实践教学学分占比（%）=（实验教学学分 + 集中实践教学学分）/ 专业学分 *100； 注 6: 生均实验设备值（千元 / 生）
= 实验设备值 / 本专业本科在校生数 *1000；注 7: 千名学生校外基地数 = 本专业实习基地数 / 本专业本科在校生数 *1000；注 8: 实习基地
当年接纳人数占比（%）= 实习基地当年接纳本科生数 / 本专业本科在校生数 *100；注 9: 在社会实践中完成毕业综合训练课题占比（%）
= 在社会实践中完成毕业综合训练课题 / 本专业毕业综 合训练课题数 *100

图 3  实践教学情况分析

（4）教学成效情况。为了剔除本科在校生的规模效应，

这里采用的是相对数进行研究。教 学成效从获得省部级以

上各类奖项对学校贡献度【注 10】 、学生获得省部级以上

双创项目对学 校的贡献度【注 11】 、学生发表论文获取专

利对学校的贡献度【注 12】 、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对学

校的贡献度【注 13】 四个维度来进行比较。由图 4 可以看出，

D、B 专业的教学成效明显，特别是获得省部级以上各类奖

项、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两方面成绩突出。E 专业各方面

发展 比较均衡，C 专业的教学成效有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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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0: 获得省部级以上各类奖项对学校贡献度 =（本专业学生获得省部级以上各类奖项数 / 全校获得省部级 以上各类奖项数）/（本专业
在校生数 / 全校本科在校生数）；注 11: 学生获得省部级以上双创项目对学校的贡献度 =（本专业学生获得省部级以上双创项目数 / 全校
获得 省部级以上双创项目数）/（本专业在校生数 / 全校本科在校生数）；注 12: 学生发表论文获取专利对学校的贡献度 =（本专业学生
发表论文获取专利数 / 全校本科生发表论文获 取专利数）/（本专业在校生数 / 全校本科在校生数）；注 13: 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对学
校的贡献度 = （本专业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人数 / 全校参与教师科研 项目本科生人数）/（本专业在校生数 / 全校本科在校生数）；

图 4  教学成效情况分析

2.2 教学投入产出分析是“成果导向”教育教学评价理

念的实践所需，对制约教学质 量和教学效果的要素进行分

析研究。这是一个涉及多个方面的复杂过程，包括对各类

教学资源的投入和其在教学成果上的体现。

仅限于上文所提到部分的教学资源、成效数据来看，

由上述描述性分析结果得出：尽管专业 B 的生源情况不十

分理想，课程开设数量也不算多，但是实践教学投入多，

注重在社会实践中培养学生专业素养，教学成效较为突出。

通过投入产出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B 专业

的特色之一是实践教学；B 专业的投入产出比相对较高。

通过数据相关性分析，可以挖掘出各要素之间的相互

制约关系，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详细讨论分析方法和案例。

2.3 专业发展趋势分析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呈现

这里仅以本科生就业视角为例，由上文中所列五个专

业近五年的数据情况来看其发展趋势。为了排除就业环境、

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对就业的影响，这里采用毕业生初次

就业对学校整体就业的贡献度【注 14】来表征，如图 5 所示。

专业 D、A 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相对比较稳定，另外三个专业

波动较大，专业 E 的 2023 届毕业生就业情况欠佳，需关注

分析原因。

注 14：毕业生初次就业对学校整体就业的贡献度 = 专业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 全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100；

图 5  毕业生初次就业情况分析

3. 思考与建议

专业建设与调整要顺应国家战略、地方经济发展、学

校定位，同时要利用好日常教学数据，使其为专业建设与

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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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整合数据资源，帮助专业找准特色，错位发展

加强对日常教学数据、教学评价数据、专项检查数据

的规范化管理，研究并实现定期的数据分析，及时将结果

反馈给专业，帮助专业找准特色和优势，寻求差异化发展

空间。

3.2 让数据说话，发现制约专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通过对教学效率、社会认可度等多个角度开展深度数

据挖掘与分析，发现专业发展的瓶颈，从而制定有效的对

策来推动专业的持续发展。

3.3 数据指引，助力专业转型发展

在高校教学的全过程推广数字化的实践，对数据要素

进行深入挖掘和应用。利用比较优势发展适合本地需求的

产业，从而开辟新的发展领域和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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