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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文件 
数院字﹝2020﹞23 号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

数学（师范）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 

实施办法》的通知 

 

本院各单位： 

《江苏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实施办法》已经 2020年 8 月 26 日学院党政

联席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数学科学学院 

2020 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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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实施办法 

人才培养目标合理性及达成度评价是制定科学合理的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依据。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

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教师〔2017〕13 号）等文件精神，

为规范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及达成度的周期评价，切实做好该项

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实施对象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及达成度评价。 

二、评价依据 

（一）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依据 

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关注培养目标对校内外相关利益方需

求的满足，评价依据包括培养目标是否符合学校发展对人才培养

定位的需求、应届生的毕业出口能力和职业期待、当前执行的培

养方案及课程设置、社会经济和行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用人单

位对人才素质和能力的需求、校友主流职业发展对学校教育的需

求等多个要素。 

（二）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依据 

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应从校内评价和校外评价两方面进行。 

1.校内评价 

校内评价主要考察学生能力的达成情况，评价依据可以包

括： 

（1）通过在校生的课程及其它各教学环节的指标点达成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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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毕业设计及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综合评估、毕业要求达成度评

价等，评价课程目标的实现及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 

（2）通过应届生的就业率、应届毕业生调查等评价学生毕

业及就业情况是否助于培养目标的达成。  

2.校外评价 

校外评价是培养目标达成评价的核心环节，通过调查毕业生

毕业后 5 年左右的专业和职业成就，评价与培养目标的要求是否

吻合。评价依据可以包括： 

（1）毕业生专业和职业成就调查反馈； 

（2）用人单位对本专业毕业生的满意度调查反馈； 

（3）社会第三方对本专业毕业生思想品德、专业知识和职

业能力的评价反馈。 

三、评价方式及内容 

专业须通过优化设计人才培养方案保障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的实现，同时也应制订定期开展本科教学质量检查与校内外利益

相关方反馈的制度，保证培养目标的合理性和有效评价培养目标

的达成。 

（一）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 

由专业负责人牵头、专业教师参与座谈研讨，听取并记录教

师对培养目标及课程体系的建议、意见和要求，并收集应届、往

届毕业生及用人单位对学校教育及人才培养的反馈意见，分析内

外部需求与当前执行的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的吻合度，对

培养目标合理性进行评价，提出修订意见报学院，由学院院长、

教学副院长、教学委员会进行初步评审，然后通过单位走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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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调查或电话咨询等方式将修改后的培养方案（含培养目标）送

行业专家评审，根据评审意见，按照学校有关文件规定进行修改。

行业专家评审意见表样表见附件 1-1。 

（二）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 

1.毕业、就业情况分析 

根据学生的毕业去向，统计继续深造和工作的人数比例之

和；根据学生工作的去向，统计不同就业单位归属性质的比例，

分析形成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期许评价。 

2.应届毕业生座谈 

通过召集应届毕业生座谈，及时掌握本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中

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分析形成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期许评价。 

3.往届毕业生问卷调查 

毕业生进入工作以后，其在工作中的能力和表现最能反映出

本专业培养目标的达成效果，因此往届毕业生参与本专业建设的

讨论更具有现实意义。学院应定期发放相关调查问卷或举行座谈

会、校友返校等形式，听取往届毕业生的意见和建议。调查问卷

信息反馈中，毕业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经历，就本专业的教学

及管理、专业发展等进行全面的评价。调查样表见附件 1-2、1-3，

通过回收的有效调查问卷，形成记录和分析报告，并据此改进工

作。数据可以采用数值显示、图表呈现等多种方式表达，参考样

式见附件 1-4。 

4.用人单位问卷调查 

在专业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学校和学院重视社会对毕业生的

评价以及对学校办学质量的认同度，尤其注重毕业生的毕业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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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际工作能力，特建立用人单位意见反馈机制，通过用人单位

走访、调查问卷等途径征集社会评价意见，了解毕业生的工作状

况以及社会和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反馈情况。 

5.聘请第三方调查 

聘请第三方开展相关调查，可以获得较为客观的反馈，如麦

可思数据（北京）有限公司的报告，其对本专业毕业生思想品德、

专业知识和职业能力的认可度，作为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的重要

依据。 

四、组织与实施 

1.评价机构和人员 

由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领导成立本专业培养目标达成

度评价小组。评价小组的主要成员由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专

业系（教研室）主任（或专业负责人）、课程负责人、骨干教师

代表、基础教育专家等组成。 

2.实施方式 

评价小组负责培养目标评价的组织实施。评价小组的主要职

责包括：确定培养目标的合格标准；制定本专业培养目标评价方

法，审查评价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实施评价，收集数据，分析数

据，撰写分析报告，对本专业的培养目标修订提出建议，为下一

轮培养目标的制定提供依据，实现持续改进。 

附件 1-1：人才培养方案行业专家评审意见表 

附件 1-2：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调查表（学生） 

附件 1-3：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调查表（用人单位） 

附件 1-3：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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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行业专家评审意见表  

培养方案版本：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 评审意见 

 

培养目标 

服务面向（专业领域和职业特征）的描述是否

准确、具体 
 

人才定位的描述是否符合学校定位  

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是否符合学科或行业发展的要求  

毕业要求是否支撑培养目标的达成  

 

课程体系 

课程设置是否支持毕业要求的达成  

课程名称是否准确、合理  

课程安排先后顺序是否科学  

实践环节设置比例是否合理  

 

学分、学时 

总学分是否合理  

总学时是否合理  

各门课程的学时数是否合理  

综合评价及意见、建议（可另附页） 

 

 

 

 

 

 

 

 

专家单位：                      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表中评审项目和内容仅供参考，请根据本专业实际情况进行相应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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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 

毕业生培养目标达成度调查表（学生） 

毕业年份： 

培养目标 
自身是否已具备 专业培养是否有助于该项的提升 

充分 

具备 
具备 一般 

部分 

具备 

完全 

不具备 

非常 

有帮助 
有帮助 一般 

基本没

有帮助 

完全没

有帮助 

培养目标 1： 

…… 

1.1（此处为该培养

目标所对应的知

识、能力等描述，

每个培养目标可以

分解成 1条或多条

进行描述，下同） 

          

1.2           

1.3           

           

培养目标 2： 

…… 
……           

培养目标 3： 

…… 
……           

培养目标 4： 

…… 
……           

…… ……           

说明：1.培养目标是对该专业毕业生在毕业后 5 年左右能够达到的职业和专业成就的总体描述。 

2.请在相应栏内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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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 

毕业生专业培养目标达成度调查表（用人单位） 
单位名称： 

培养目标 
是否已具备相应能力 

充分 

具备 
具备 一般 

部分 

具备 

完全 

不具备 

培养目标 1： 

…… 

1.1（此处为该培养目标所对应

的知识、能力等描述，每个培养

目标可以分解成 1条或多条进

行描述，下同） 

     

1.2      

1.3      

1.4      

培养目标 2： 

…… 
……      

培养目标 3： 

…… 
……      

培养目标 4： 

…… 
……      

…… ……      

说明：1.培养目标是对该专业毕业生在毕业后 5 年左右能够达到的职业和专

业成就的总体描述。 

2.请在相应栏内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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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 

本科毕业生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表（学生） 

毕业年份： 

培养目标 

自身是否已具备 母校的培养是否有助于该项的提升 

充分 

具备 
具备 一般 

部分 

具备 

完全 

不具备 

非常 

有帮助 
有帮助 一般 

没有 

帮助 

完全没

有帮助 

培养目标 1： 

…… 

（素养评价） 

1.1           

1.2           

1.3           

1.4           

…… 

 

 

 

 

 

 

 

 

 

江苏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办公室           2020年 8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