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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的意义 



国家教学评估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 

教高[2011]9号文--《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
估工作的意见》（评估12条） 

 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测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教
学评估制度体系的5项内容之一 

 强化高等学校质量保障的主体意识。充分利用信息
技术，建设高等学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实现本
科教学质量常态化监控 

 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测 

 高等学校：采集数据、建立数据库；及时更新、及时
分析；建立常态监控机制；发布核心教学数据。 

 国家：建立全国数据库，发挥在政府监控、社会监督
、教学评估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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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教学状态数据库的重要意义 

 高等教育“质量工程”的重要项目。“国家教学评估制
度体系”组成部分；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内容；信息公开
与社会监督的重要方式；管理决策科学化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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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政府职能转变 

提高管理水平 



二、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的功能 

—服务于政府 

—服务于高校 

—服务于社会公众 

—服务于教学评估和质量监控 



高校 填报更
新数据 

自评测 
管理 

教育主 
管部门 

评估 
监测 

决策 
支持 

社会 
公众 

查询 监督 

数据报送

高校

服务功能

服务对象
社会公众 教育主管部门

信息查询 数据管理

数据统计 统计查询 数据分析

自评自测 监督选择 政府决策

数据管理

统计分析

预测决策

状态数据库服务对象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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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为政府服务 

 年度采集 

 监测指标研究 

 质量监测报告 

 为教育部和省教育行政部门两级教育管理服务 

 在为高校服务 

 自建自评、自我诊断 

 状态数据反馈：标准参照、常模参照、历史参照 

 组织数据是学校规范教学管理和提升管理水平的
过程 

 在为社会服务 

 发布质量报告和教学核心数据 

 在为评估服务方面 

 专家查询状态数据 

 状态数据分析报告 



教学状态数据库的作用 

数据查询 

为学校和
公众提供
了规范稳
定的信息
源，并可
通过年报
而不断更
新 

数据分析 

准确把握
教学状态，
有针对性
地开展工
作，按教
育规律办
事 

自我诊断 

建立数据
参照指标，
发挥数据
库的自我
诊断功能，
完善教学
质量保障
体系 

资源共享 

按国家教
育信息化
技术标准
建设，可
与相关管
理信息系
统互联互
通 

预测决策 

反映高校
基本办学
条件、教
学状态和
教学质量，
体现了高
校的教育
教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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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数据内容 

1.教学状态数据库内涵 

2.教学状态数据库指标设计思想 

3.教学状态数据库指标数据层次 

4.教学状态数据库数据项构成 

5.教学状态数据采集 



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的内涵 
 

教学  着眼于学校的教学工作，反映教学相关各要素和

 教学过程各环节，不是全面工作反映 

基本  基础性数据，必要的数据，未加工过的一手数据 

状态  反映事实、有时间性、有周期性，静态与动态数

 据结合 

数据  可量化、可统计、可分析比较，非文本信息 

 库   有统一标准和结构，有信息平台支撑、自成系统 

常态  高等学校是数据库建设与常态监测的主体，发挥 

监测  全国数据库监控、监督、评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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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状态数据库数据层次 

 

 

综合指标层 

投入、环境、过程、效果 

指标数据层 

规模类、发展类、效率类、结
构类、水平类、主观量化类等 

状态数据层 

基本数据层 组织
机构 

教师
库 

学生
库 

专业
课程
库 

教学
条件
库 

学习
档案
库 

状态
主体
数据 

特色
数据 

评估
数据 

全国数据库： 
• 宏观：国家、公
众，监测报告 

• 中观：区域、行

业、学科专业、
领域、评估，专
业性指标 

• 微观：学校，分
析报告、评估 

统计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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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数据库： 
• 宏观：学校，
质量报告 

• 中观：院系、

专业、群体，分
析性指标、常态
监控 

• 微观：个体，

数据点，成长、
满意度 



教学状态数据库数据内容设计思想 

• 真实、客
观、准确、
原始性 

科学
性 

• 反映教学
工作全貌
和规律 

系统
性 

• 可测量，
易采集，
获取方便 

操作
性 

• 反映质量保
障和创新人
才培养的新
要求 

导向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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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状态数据库数据项构成 

 3部分内容 

 基本信息20项 

 年报数据约650项 

 评估专项信息120项 

 3个层次 

 学校、院系和专业 

 高校库管理基础数据，国家
库提供部分数据链接 

 7个维度 

 教师、学生、教学过程与管
理、教学效果、教学条件、
学科建设与科研、校园文化 

全国库 

教师 

学生 

课程 

课堂 

成绩 

评教 

规章 

学校库 …… 学校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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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状态数据库分项内容 

学生基本情况 
14 

学校基本情况 
8 

教学条件 
5 

教育经费 

5 

补充表 
3 

学生课外活动 

3 

教育教学 
42 

为便于数据采集，将状态数据按填报表格的形式组织。按照多数高
校职能部门的分工特点，分解成97张表格。 

师资队伍 
8 

科研情况 
3 

教学科研仪器 

2 

学科建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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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服务于评估工作，按照合格评估指标体系的要
求，状态数据库引入了部分非量化的文本信息，
共120项。 

 学校发展规划 

 专业结构布局与发展规划 

 培养方案 

 教学信息系统链接 

 教学改革、课程建设情况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与管理制度文件 

 教学效果相关情况 

 评估专项信息在参加评估前更新。 

评估专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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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状态数据库采集工作历程 

2009.6 

2009.9 

2011.6 

2012.7 数据采集工作进程图 

启动试采集 

开始评估采集 

启动全国 
新建院校采集 

建立年度 
采集制度 
教高司函（2012）
1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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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采集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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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高司函（2012）102号《关于在新建本科院校进行教学基本状态数
据采集工作的通知》 

• 采集范围：2000年以后新批准的普通本科院校 

• 采集周期：每年一次 

• 组织实施：评估中心 

教高评中心函[2012]43号《关于在新建本科院校进行2012年度教学基
本状态数据采集工作的通知》 

• 年度采集安排：2011与2012两个年度，10.15-11.15采集 

• 参评学校采集安排 

• 工作联络：网站、QQ群、电子邮件、电话 

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培训 

• 哈尔滨：哈尔滨师大，9.19-9.21 

• 合肥：安徽大学，10.10-10.12 

• 内容：工作要求，系统介绍，指标解读，经验分享，上机练习 

• 未参加过采集和未接受培训的学校必须参加，其他学校自愿参加 



数据库系统与工作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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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版状态数据库系统 
http://udb.heec.edu.cn 

数据填报指南v2.0.1209 
 相关文件 

 数据填报表格 

 数据项内涵说明 

 系统使用手册 

 常见问题答疑 



四、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在合格评估中
的应用 

1.文件与说明 

2.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分析报告说明 

3.评估专家使用分析报告与状态数据 



文件与说明 

 教育部办公厅2011[2]号文：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
格评估实施办法 

 评估中心采集和分析参评院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 

 专家组审核《学校自评报告》和《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分析报
告》 

 《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分析报告（分析报告）》由教学基本
状态数据库的数据按合格评估指标体系经分析加工生成 

 通过状态数据分析，使评估工作前移，保证专家进校前对
学校总体教学情况的基本把握，改变过去单纯依靠进校现
场考察、确定评估结论的评估方式，提高评估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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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数据库服务于合格评估 

参评院校 

评估专家 

教学基本 

状态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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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分析形成《数据分析报告》 

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与填报 

《自评报告》 

评估意见 



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分析报告的形成 

 评估前学校填报报教学基本状态 

 对数据经过整理、测算和分析，将数据库中的教学
基本状态数据转化成了可供评估分析用的数据指标 

 在专家进校评估前，将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分析报告
提供给专家，作为专家了解和研究学校的主要材料
之一 

 《分析报告》由7大章20小节构成 

 章和节分别对应评估指标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 

 每一节的内容则由该二级指标所涉及观测点数据指标
构成。 

 《分析报告》对二级指标的分析，主要由三部分构
成，即合格指标、数据分析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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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办学指导思想 1.1 

1.2 

1.3 

教师队伍 2.1 

2.2 

2.3 

教学条件与利用 3.1 

3.2 

专业与课程 4.1 

4.2 

4.3 

教学管理 5.1 

5.2 

学风 6.1 

6.2 

6.3 

教学效果 7.1 

7.2 

………. 

数据项 数据库大类 
             A1 

               B1 

               C1 

师资队伍 

               A2 

               B2 

               C2 

教育教学 

             A3 

               B3 

               C3 

教育经费 

               A4 

               B4 

               C4 

教学仪器设备 

             A5 

               B5 

               C5 

教学条件 

               A6 

               B6 

               C6 

学生 

             A7 

               B7 

               C7 

课外活动 

               A8 

               B8 

               C8 

科研 

               A9 

               B9 

               C9 

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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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报告与状态数据获取方式 

 纸质版《分析报告》由评估中心提前提供给评估专家 

 登录评估系统可以获取电子版《分析报告》和查看学
校的原始教学基本状态数据 

 与评估指标相关的教学管理文件，内容包括学校专业结构
与布局，发展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教育教学思想、
发展战略规划、教学管理文件等40余项 

 学校内部数据库链接，包括教师库、学生库、课表、教学
管理信息系统和网络教学平台，点击链接进入系统后，便
可以查看学校课程安排等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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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报告》在合格评估中的作用 

 了解情况：从数据入手全面了解学校的教学情况 

 提高效率：减少专家搜集整理材料，基础性分析的
工作量，提高效率 

 发现问题：通过研读资料、与《自评报告》对照分
析，能够发现问题，进校后可以直奔主题 

 熟悉人员：对学校领导、教学管理人员、学生管理
人员、专业带头人基本情况全面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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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如何使用数据分析报告和数据 

 进校前：研读资料、发现疑问、拟定计划 

 认真审阅《学校自评报告》和《分析报告》，要相互对比，从
数据分析方面特别关注教师队伍、教学条件、应用型人才培养
、教学质量等关键要素。 

 在研读资料的基础上拟定进校期间考察计划 

 进校期间：《分析报告》做为随身资料查阅和参考
，登录系统查看状态数据，现场补充采集数据 

 数据来源 

 状态数据 

 学校教学系统原始数据 

 通过问卷、评测等采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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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如何使用数据分析报告和数据 

 数据分析 

 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基本状态数据定量分析，得出指标数量值 

 根据评估标准和办学条件标准，做出价值判断，“优劣”、
“好差” 

 指标值的计算。 

 状态客观数据与量化主观数据相结合 

 通过满意度调查、评价表结合状态数据分析 

 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 

 培养方案、教学计划与计划执行的变动 

 整体分析与结构分析相结合 

 教师与教师结构、课程与课程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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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效 果 
 学校 

 完成173所新建本科院校数据采集 

 组织数据是学校规范教学管理和提升管理水平的过程 

 数据运用帮助学校全面了解教学状态，及时发现薄弱之处 

 评估 

 去年17所、今年上半年15所、下半年28所合格评估 

 专家进校前通过《分析报告》全面了解学校情况 

 评估期间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政府：《全国新建本科院校教学质量监测报告(2011年度)》 

 分析报告9个维度，用事实说话 

 教师队伍、教学条件、专业课程设置、实验与实践教学、质量监控
与保障、教风与学风建设、学生指导与服务、教学效果、办学定位 

 给出教育部、地方政府和学校的政策建议 

 附有数据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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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教学基本状态常态监测是国家教学评估制度体系和质量
保障体系的重要组织部分 

 教学基本状态常态监测的形式是建设教学基本状态数据
库，内容体现在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 

 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由大家共同完成，也为大家服务，
评估与自评、常态监测 

 务必重视状态数据采集工作，要求数据真实、反映状态
、按时完成，这是所有监测和分析评价的基础 

 状态数据已经成为合格评估的重要基础和手段，今后在
其它评估形式和常态监测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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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对状态数据库建设的关心和
支持，祝工作顺利！ 

评估中心信息处     于勇 

电子邮件：yuyong@moe.edu.cn 

电   话：           010-58581136 

13801156765 

2012/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