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新 乡 学 院 文 件  
 

 

新院教〔2022〕23号  
 

 

新乡学院人才培养方案科学性合理性评价管理

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深化本科教育改革，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全面

保障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国务院公报〔2020年第7号〕）《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标准》《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教

师〔2017〕13号)等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才培养方案科学性合理性评价的指导思想是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

改进”的基本理念，围绕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目标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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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支撑关系评价人才培养方案科学性合理性，以规范专业管

理，深化专业改革，推进专业内涵式发展，促进本科人才培养质

量不断提高。 

第三条 人才培养方案科学性合理性评价主要包括人才培养

目标合理性评价、毕业要求合理性评价和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 

第四条 人才培养方案科学性合理性评价主体为本专业学

生、专业教师、辅导员、学校各级教学督导员和教学管理人员、

校内外专家，学生实习实践单位、用人单位、行业机构等利益相

关方。 

第二章 评价管理 

第五条 人才培养方案科学性合理性评价实行校院两级管

理。学校统筹安排并定期检查人才培养方案科学性合理性评价工

作，学院负责组织各专业才培养质量标准合理性评价工作。 

    第六条 各学院依据本办法和专业实际，制定本学院人才培

养方案科学性合理性评价实施细则，定期组织对培养目标、毕业

要求和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进行评价。 

    第七条 人才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原则上每 2-4 年组织一

次，毕业要求合理性评价每学年组织一次，课程目标合理性评价

每学期组织一次。 

第三章 评价内容 

第八条 人才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的内容主要包括：专业培

养目标与学校定位、专业具备的资源条件、专业教育发展变化、

国家和地区行业发展变化、社会需求和利益相关者的期望等内外

需求和条件是否高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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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毕业要求合理性评价的内容主要包括：毕业要求对

培养目标的支撑度及其与毕业生职业发展需求、行业发展需求、

用人单位需求等的吻合度。 

第十条 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的内容主要包括：是否符合学

生的认知规律和教学规律，是否与专业认证标准和专业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要求相符，设置的课程是否能够支撑全部毕业要求，支

撑毕业要求的强弱关系、内容设置、学时分配和先后关系等是否

合理。 

第四章 评价程序 

第十一条 制订方案。各学院结合相应专业认证要求及学院

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评价实施细则，制订工作方案，明确责任

人、评价时间、评价对象、评价步骤、评价方法、评价结果审核

程序、持续改进落实办法等，拟定调研问卷及访谈提纲。 

    第十二条 组织实施。各学院按照工作方案组织相关评价主

体，直接和间接评价相结合、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内部评价

与外部评价相结合，采用问卷调查、作品分析、量表评价分析、

听课、评课、访谈、座谈会、现场考察、第三方调研、课程考核

成绩分析等方法全面开展相应评价工作。作为评价依据的相关材

料、数据及其来源要真实、可靠，能有效支撑人才培养质量达成

情况评价。 

第十三条 形成报告。学院对人才培养方案科学性合理性评

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比较，确定评价等级，形成评价报告。

评价等级分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评价报告包括评价内容、

评价依据、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工具、评价结果、改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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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等。评价报告提交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并存档备查。 

第五章 评价结果及使用 

第十四条  学校教学委员会审议各学院人才培养质量合理

性评价结果，提出相应指导意见和整改要求。 

第十五条 各学院根据评价结果及整改要求，制订整改方案，

组织完善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体系总体要求，持续改

进相关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 

第十六条 各专业针对评价中发现的学生发展和课程教学短

板，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大纲等，深化人才培养模

式和课程与教学改革，持续推进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 

第十七条 学校定期或随机督导抽查整改情况，整改落实不

力，评价后专业发展下滑，将约谈学院负责人。评价结果为基本

合格与不合格的专业一年内完成整改后仍然不合格，缩减该专业

的专业建设经费及一流专业、一流课程、本科教学工程项目、教

育教学改革项目等的申报比例，核减招生计划，乃至暂停招生。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学督导与质量监

控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1.新乡学院XXX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调查问

卷（在校生用表） 

2.新乡学院XXX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调查问

卷（毕业生用表） 

新乡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2年6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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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新乡学院XXX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调查问卷 

——以新乡学院制药工程专业为例 

（在校生用表） 

姓名（可匿）_________  学号（可匿）___________  年级、班级_______________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如下： 

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人文

素养、创新精神、创业意识以及职业道德，具有一定组织管理、人际交往、

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具备制药工程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

能，能够综合运用理论知识和现代技术工具分析并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

够在医药工业及其相关领域从事技术改造、工程设计、生产管理与服务等

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技术人才。 

分目标1：具备在多学科背景下，能综合运用扎实的化学、药学和工

程学等专业理论知识，分析解决制药工程及相关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能

力。 

分目标2：具备工程师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在药品生产实践中能

遵循制药行业对药品质量的法律和法规并综合考虑环境保护、职业健康、

安全生产等因素。 

分目标3：具备在跨文化背景下与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就制药复杂工

程问题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能够在药品的生产、研发、设计、管理等团

队工作中胜任分担的复杂任务，工作中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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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目标4：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并通过自主持续学习，

提高自身综合能力，不断适应社会经济和制药工业技术的发展，能够成为

制药工业技术中坚或管理骨干。 

请您对培养目标以下内容进行评价： 

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的内容 
非常

符合 

比较

符合 

一般

符合 
不符合 

培养目标与你将来职业期待的符合情况     

培养目标

与您的预

期职业能

力的符合

情况 

问题分析能力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力     

创新、研究能力     

使用现代工具能力     

环境及可持续发展能力     

诚实守信、遵纪守法     

爱岗敬业、乐于奉献     

团队协作能力     

沟通能力     

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能力     

终身学习能力     

修改意见 

或建议 
 

注：请在相应栏内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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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新乡学院XXX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调查问卷 

——以新乡学院制药工程专业为例 

（毕业生用表） 

姓名（可匿）___________    年级、班级____________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如下： 

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人文

素养、创新精神、创业意识以及职业道德，具有一定组织管理、人际交往、

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具备制药工程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

能，能够综合运用理论知识和现代技术工具分析并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

够在医药工业及其相关领域从事技术改造、工程设计、生产管理与服务等

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技术人才。 

分目标1：具备在多学科背景下，能综合运用扎实的化学、药学和工

程学等专业理论知识，分析解决制药工程及相关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能

力。 

分目标2：具备工程师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在药品生产实践中能

遵循制药行业对药品质量的法律和法规并综合考虑环境保护、职业健康、

安全生产等因素。 

分目标3：具备在跨文化背景下与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就制药复杂工

程问题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能够在药品的生产、研发、设计、管理等团

队工作中胜任分担的复杂任务，工作中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 



 
 

— 8 — 

分目标4：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并通过自主持续学习，

提高自身综合能力，不断适应社会经济和制药工业技术的发展，能够成为

制药工业技术中坚或管理骨干。 

请您对培养目标以下内容进行评价： 

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的内容 
非常

符合 

比较

符合 

一般

符合 
不符合 

Q1 培养目标与你所从事职业的符合情况     

Q2 培养目标与行业发展的符合情况     

Q3 培养目标总体的符合情况     

培养目标

与您所从

事职业能

力的符合

情况 

Q1 问题分析能力     

Q2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力     

Q3 创新、研究能力     

Q4 使用现代工具能力     

Q5 环境及可持续发展能力     

Q6 诚实守信、遵纪守法     

Q7 爱岗敬业、乐于奉献     

Q8 团队协作能力     

Q9 沟通能力     

Q10 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能力     

Q11 终身学习能力     

修改意见 

或建议 
 

注：请在相应栏内打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