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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要内容※

☆ 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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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3月 30日至 31日，校本科教学督导组分为 8个小组分赴全校 16个

二级学院开展了“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教学档案材料专项检查，具体汇总如

下：

一、基本情况

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决破除“五

唯”顽瘴痼疾, 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确保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和本科教育

教学核心地位，旨在推进学校人才培养的多样化，强调尊重学校办学自主权，体

现学校在人才培养质量中的主体地位，重点是通过审核评估引导学校建立自律机

制，强化自我改进，构建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大学质量文化，强化

本科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校评估中心和二级学院高度重视此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投入了大

量人力和物力，校督导组制定了《学院审核评估专项检查评分表》、《武汉纺织大

学审核评估专项检查成绩汇总表》、《武汉纺织大学审核评估专项检查备案表》等

文件，此次专项检查主要针对审核评估所要求的“十四五”发展目标定位、人才

培养目标及思路、专业发展规划、近三年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等共计 45个大项

69个小项的相关资料进行检查，并按总分=学院管理单项总分×20%+学院自查总

分×30%+校督导检查总分×50%进行汇总排序，经济学院、电子与电气工程学院

和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位列前三位。检查结束后召开了由二级学院书记、院长、

教学副院长、系主任和教秘等参加的专项检查反馈会，对检查情况进行反馈，并

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表 1 武汉纺织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专项检查一览表

序号 学院 应检项目 完成项目 备 注

1 材 料

69

61 11、15-3、19、20、21学院无相关项目

2 纺 织 63 11、15-3、学院无相关项目

3 伯明翰 60
6、9、11、14、17、18、19、20、21 学院成

立时间较短，无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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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传 媒 68

5 电 气 69

6 服 装 51

7 管 理 69

8 化 工 55

9 环 境 69

10 会 计 64

11 机 械 63

12 计算机 69

13 经 济 69

14 数 理 69

15 外 语 69

16 艺 术 66 15、19、20无相关项目

表 2 武汉纺织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专项检查评分汇总表

注：相同总分，按完成项目多少排序。

二、主要优点

材料学院：材料整理较为规范，资料齐全；佐证材料较为丰富；院督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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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填写规范；“专业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等评价机制增加了具体评价案例。

纺织学院：认真细致地准备好相关材料，资料较为齐全。

伯明翰学院：学院领导及教职工重视本次评估工作，年前部署，寒假整理，

校督导本次检查前，学院已经进行了两轮自查；材料整理较清晰，内容基本完整，

档案归档有序；院督导评分较为客观、表格填写较完整。

传媒学院：评估材料归档有序；学院自查认真，专项检查评分表填写完整、

客观。

电气学院：评估材料齐全、详实，归档有序；管理规范。

管理学院：领导全程参与整理收集材料；资料项目齐全，管理规范。

化工学院：项目资料打印成册，标注清晰。

环境学院：院领导、办公室主任、学院督导成员全部到场参与反馈交流。

会计学院：领导重视，年前成立专班，分工明确。

机械学院：纸质材料归档清晰；自身定位准确。

计算机学院：院督导的检查认真。

经济学院：资料齐全，整理规范；领导重视，学院刘书记周末主动加班。

数理学院：成立工作专班，任务逐项分解到人。

外语学院：重视审核评估工作，全院协作认真细致地准备好相关材料。

艺术学院：评估资料放置有单独的空间，有专人负责评估工作，院长、书记、

教学副院长和副书记等均参加了专项检查后的交流反馈会；材料整理较清晰，内

容较完整，档案归档较有序；院督导均参加了自查工作、表格填写较完整。

三、存在问题

材料和纺织学院：图片和报道等痕迹材料偏少，相关支撑材料的日期和签名

等信息备注不全；指导思想等内容没有与时俱进；部分分析统计报告针对性不强

（材料学院）；院督导检查表填写不规范，“检查情况”栏空白较多（纺织学院）。

伯明翰学院：有些项目缺少相应的支撑材料；有的无汇总和总结材料，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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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材料又写得过于简单，欠数据分析；有些材料无明细清单。

传媒学院：个别项目缺档案材料，无相关证明材料；有些项目档案不够完整，

缺少相应的支撑材料，有些材料缺少相关负责人的签字，个别专业缺少专业建设

规划文件；有些材料分类不明确，整理不够清晰，有些项目仅有获奖证书，媒体

报道等相关支撑材料，无汇总和总结表；支撑材料没有按年份分开整理。

电气学院：院督导制度不够完善，自查表上的记录不完整，很多项目没有自

查。纸质版材料缺乏，不利于归类存档。

服装学院：评估材料归档不够系统清晰，有些是纸质材料，有些是电子材料，

年份、专业等无明确标识；评估材料有的缺项，有的未能及时归档，有的缺少相

应的支撑材料或支撑材料不够充分；学院督导有 1人没有参与检查，扣分项无依

据，与校督导检查分值差距较大。

管理学院：规范性稍差；支撑材料过于简单；实习基地协议陈旧。

化工学院：缺项较多；院主要领导均未参加专项检查后的反馈交流会。

环境学院：除少数几项是纸质材料外，大多是电子材料；指标内涵理解不到

位；归纳整理不是很到位，总结提炼较少。

会计学院：院督导未参与对此次审核评估材料专项检查；部分材料不齐全；

很多项目都只有一个学期的材料；很多材料都是电子档，且比较零乱。

机械学院：项目材料不够齐全；高质量竞赛少；省级平台偏少。

计算机学院：评估材料不够齐全；电子档及纸质档的归档需要改进；院督导

自查有些比较随意，空白较多，分值未给。

经济学院：项目材料的规范性和归档管理欠缺。

数理学院：材料零散，准确性不够；师资欠缺；课程建设滞后，院质量体系

还未完全建立起来。

艺术学院：整理资料不够规范；部分项目文字资料欠缺；大部分项目的支撑

材料不够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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