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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报告供教育部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参考使用。 

报告内容基于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中学校填报的数

据编制，学校对所提交数据真实性、准确性负责。除特殊说明外，

财务和科研数据的统计时点为 2021 年自然年（即 2021 年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教学等其他数据统计时点为 2021 到 2022 学年

（即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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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概要数据 

概要 1 学校基本情况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地处黑龙江省，是理工院校，举办者为民

办，招生批次为本科批招生;第二批次招生 A。现有专任教师 252

人， 全日制本科在校生 7467 人， 全日制专科在校生 639 人。学校

有硕士点 0 个 ，博士点 0 个 ，本科专业 12 个，其中 5 个为新办专

业；学校有专科专业 2 个。开办本科教育时间为 2014 年。学校共有

2 个本地校区，0 个异地校区。 

 ※以上数据来源：表 1-1 学校概况，表 4-1-1 学科建设，表 1-5-1 教职工基

本信息，表 6-1 学生数量基本情况。 
 

概要 2 量化指标概况 

序

号 
评估指标 

学校填报数据 办学条件指标限制

招生标准或合格评

估标准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1 专任教师数 409.0 224.0 252.0 -- 

2 

专任教师中具

有硕士学位、

博士学位的比

例（%）
注 2 

64.06 68.75 77.38 50 

3 
双师双能型教

师占专任教师

比例（%） 
16.87 26.79 30.16 -- 

4 外聘教师数 58.0 251.0 274.0 -- 

5 生师比
注 2 18.24 19.47 19.35 22 

6 本科专业数 10 12 12 -- 

7 
本科专业覆盖

学科门类数 
3.0 3.0 3.0 -- 

8 全校开设课程 349.0 424.0 4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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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估指标 

学校填报数据 办学条件指标限制

招生标准或合格评

估标准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总门数（门） 

9 

生均教学科研

仪器 

设备值（元）
注 2 

6458.19 6515.83 5839.28 3000 

10 

当年新增教学

科研仪器设备

值所占比例

（%） 

11.18 13.49 27.61 -- 

11 
生均纸质图书

（册）
注 2 

92.18 90.2 85.46 40 

12 
生均年进书量

（册） 
3.07 3.06 3.24 -- 

13 
生均教学行政

用房（平方

米）
注 2 

20.83 21.15 16.99 9 

14 
生均教学日常

运行支出

（元） 
2038.95 1837.89 2340.13 1200 

15 

教学日常运行

支出占经常性

预算内教育事

业费拨款与学

费收入之和的

比例（%) 

13.09 10.2 13.45 13 

16 
应届本科生毕

业率（%) 
97.78 98.66 98.14 -- 

17 
应届本科毕业

生学位授予率

（%) 
97.73 100 100.00 -- 

18 
应届本科毕业

生就业率（%) 
64.68 90.23 86.86 -- 

 
 【注】： 
 1.指标内涵按《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编制发布 2012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

告〉的通知》（教高司函﹝2013﹝33 号）文件的解释。 
 2.参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通知》（教高

厅[2011]）2 号文件中评估指标和基本要求 
 3.折合在校生数=普通本科生数+普通专科生数+硕士研究生数*1.5+博士研究生数*2+本
科留学生数（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硕士留学生数*1.5（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博士

留学生数*2（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函授学生数*0.1+夜大（业余）学生数*0.3+成人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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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生数+中职在校生数+网络学生数*0.1+普通预科生数+进修生数。 
 4.全日制在校生数=普通本、专科（高职、中职）生数+全日制硕士生数+全日制博士生

数+本科生留学生数（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硕士研究生留学生数（学历教育+非学历教

育）+博士研究生留学生数（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预科生数+成人脱产班学生数+进修

生数。 
 5.生师比=折合在校生数/教师总数（教师总数= 专任教师数+ 外聘教师数×0.5）。计

算教师总数时，民办院校聘期超过两年的外聘教师按 1 折算，聘期大于等于一年且小于两

年的按 0.5 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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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格评估基本数据 

1 办学思路与领导作用 

1.1 学校定位 

评估指标基本要求： 

 ●学校定位与规划 

 学校办学定位明确，发展目标清晰，能主动服务区域（行业）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科学合理，符合学校发展实际需要；坚持内涵式

发展，注重应用型办学特色培育。 

 数据分析： 

 
 

 ●校训：规范严谨，精益求精。 

 ●学校定位与发展目标：1.办学类型定位：应用型本科院校。 

2.学科专业定位：以工学为主体，管理学、艺术学、文学和理学等

多学科协调发展。 

3.办学层次定位：本科教育。 

4.服务面向定位：立足哈尔滨，面向黑龙江，辐射全国；服务于 IT

产业及相关行业。 

5.培养目标定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专业知识扎实、实践

能力强及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6.发展目标定位：以“卓越 IT工程师的摇篮”为目标，将学校建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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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院校。 

 
 ※以上数据来源：表 1-1 学校概况。 
 

表 1.1.1 学生数量情况 

分类 总数 普通本科生数 
普通高职（含专科）

学生数 
其他学生数 

数量 8106 7467 639 0 

比例

（%） 
-- 92.12 7.88 0 

 
【注】：其他学生数包括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留学生、普通预科生、进修生、成人

脱产学生、夜大（业余）学生、函授学生、网络学生、自考学生和中职在校生。 
 
 ※以上数据来源：表 6-1 学生数量基本情况。 

1.2 领导作用 

评估指标基本要求： 

 ●领导能力 

 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各级领导班子遵循高等教育办学和教学规

律，确立主动服务区域（行业）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应用人

才的办学思路，认真落实学校发展规划和目标，教育教学管理能力

较强。 

 ●教学中心地位 

 有以提高质量为核心、落实教学工作中心地位的政策与措施，重

视建立并完善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各级教学管理人员责任明

确，各职能部门服务人才培养情况好，师生基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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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分析： 

表 1.2.1 校领导基本信息一览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

月 
职务 校内分管工作 专业技术职称 学位 

1 姜宗胜 男 1963-05 
理事长、

校长、党

委副书记 

负责学校理事

会及学校全面

工作；联系电

子工程学院。 

教授 学士 

2 吕哲峰 男 1976-11 党委书记 

负责学校党委

全面工作；联

系软件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

院。 

副教授 硕士 

3 关丽平 女 1971-08 
副理事

长、常务

副校长 

负责学校理事

会与学校常务

工作，分管财

务处、总务处

（基建办）、

江北校区；联

系江北校区相

关教学、招生

工作。 

副教授 学士 

4 李秉治 男 1957-10 
党委副书

记、副校

长 

负责学校综

合、党群、人

事、武装、安

全稳定工作；

分管校办公

室、保卫处

（武装部）、

人力资源部

（教师工作

部），党委组

织部，党委宣

传（统战）

部，工会；联

系艺术设计学

院。 

其他正高级 
无学

位 

5 张丽丽 女 1982-03 副校长 
负责学校教学

科研及教学质
教授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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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

月 
职务 校内分管工作 专业技术职称 学位 

量监控工作；

分管教务处、

科研处、教学

质量监控与评

估中心、图书

馆及信息中

心；联系商学

院。 

6 殷爱华 女 1968-06 

纪委书

记、校长

助理兼学

生处处长 

负责学校纪委

全面工作，履

行校长助理职

责，完成校长

交办工作，负

责学校学生工

作；分管学生

处（学工

部）、团委、

招生就业处、

创新创业中

心；联系体育

教研部、学生

发展中心（创

新创业学

院)。 

副教授 学士 

7 赵继红 女 1975-10 

校长助理

兼人力资

源部（教

师工作

部）部长 

履行校长助理

职责，完成校

长交办工作，

负责分管与联

系内容与李秉

治同（除校办

公室、工会、

保卫处外）；

联系基础部。 

讲师 
无学

位 

8 杜宏伟 男 1971-09 
校长助理

兼总务处

处长 

履行校长助理

职责，完成校

长交办工作，

协助关丽平完

成总务（含基

建）、饮食等

工作，协助李

秉治完成保卫

工作。 

未评级 
无学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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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数据来源：表 3-1 校领导基本信息。 
 

表 1.2.2 校领导年龄和学位结构 

 总计 
学位 年龄 

博士 硕士 学士 
无学

位 
35岁及

以下 
36-45 46-55 

56岁及

以上 

数量 8 0 2 3 3 0 2 4 2 

比例

（%） 
-- 0 25 37.5 37.5 0 25 50 25 

 
 以上数据来源：表 3-1 校领导基本信息。 
学位结构饼图（%） 年龄结构饼图（%）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校级教学管理人员共计 10 人。 

※以上数据来源：表 3-2 相关管理人员基本信息，表 1-2 学校相关党政单位。 
 

表 1.2.3 校级教学管理人员结构 

 
总

计 

职称 最高学位 年龄 

正

高

级 

副

高

级 

中

级 
初

级 

无

职

称 

博

士 
硕

士 
学

士 

无

学

位 

35

岁

及

以

下 

36-

45 
46-

55 

56

岁

及

以

上 

总数 10 2 2 3 0 3 0 4 5 1 3 3 1 3 

0.00%

25.00%

37.50%

37.50%

博士 硕士 学士 无学位

0.00%
25.00%

50.00%

25.00%

35岁及以下 36-45岁 46-55岁 56岁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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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计 

职称 最高学位 年龄 

正

高

级 

副

高

级 

中

级 
初

级 

无

职

称 

博

士 
硕

士 
学

士 

无

学

位 

35

岁

及

以

下 

36-

45 
46-

55 

56

岁

及

以

上 
比例

（%

） 
-- 

20.
0 

20.
0 

30.
0 

0.0 
30.
0 

0.0 
40.
0 

50.
0 

10.
0 

30.0 30.0 10.0 30.0 

 
 以上数据来源：表 3-2 相关管理人员基本信息，表 1-2 学校相关党政单位。 

职称结构饼图（%） 学位结构饼图（%） 

  
年龄结构饼图（%） 

 

 

20.00%

20.00%

30.00%

0.00%

30.00%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初级 无职称

0.00%

40.00%

50.00%

10.00%

博士 硕士 学士 无学位

30.00%

30.00%

10.00%

30.00%

35岁及以下 36-45岁 46-55岁 56岁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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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人才培养模式 

评估指标基本要求： 

 ●人才培养思路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

全面发展；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思路清晰，效果明显；以学生发

展为中心，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注重因材施教。 

 ●产学研合作教育 

 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教育，与企（事）业或行业合作举办专业、

共建教学资源、合作培养人才、合作就业等方面取得较好效果。 

 数据分析：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在数据采集自然年内共有 34 项科研成果

完成成果转化，转化金额共计 21.19 万元，共有 262 名学生参与成果

转化项目。 

 ※以上数据来源：表 3-5-3 教师科研成果转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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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师队伍 

2.1 数量与结构 

评估指标基本要求： 

 ●生师比 

 全校生师比达到国家办学条件要求[注：参照教育部教发

［2004］2 号文件限制招生规定]；各专业的教师数量满足本专业教

学需要；合理的控制班级授课规模，有足够数量的教师参与学生学

习辅导。 

 ●队伍结构 

 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比例≥50%；在编的主讲

教师中 90%以上具有讲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硕士、博士学

位，并通过岗前培训；教师队伍年龄、学历、专业技术职称等结构

合理，有一定数量的具备专业（行业）职业资格和任职经历的教

师，整体素质能满足学校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数据分析： 

 

表 2.1.1 学校专任教师数量、生师比及主讲教师情况 

项目 数量 基本要求 

学生 

普通本科生 7467 — 

普通高职（专科）生 639 — 

自考学生 0 — 

其他
注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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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数量 基本要求 

折合在校生数 8106 — 

专任教师 

总计 252 — 

其中：具有硕士学位 195 — 

具有博士学位 0 — 

双师双能型 76 — 

双师双能型比例（%） 30.16 - 

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比例

（%） 
77.38 

不低于

50% 

外聘教师 274 — 

自有专任教师数量占折算后专任教师总数比

例（民办院校） 
60.14 

不低于

50% 

生师比 19.35 
不高于

22:1 

主讲本科课程

教师 

总计 222 — 

其中：符合岗位资格人数 193 — 

符合岗位资格比例 86.94 
不低于

90% 

师资总数 288 - 

 
 【注】： 
 1.“专任教师”指具有教师资格，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师资”指学校在编的

具有教师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 
 2.“学生”数量中“其他”包括研究生、外国留学生、普通预科生、进修生、成人脱

产班学生、夜大（业余）学生、函授学生、网络学生和中职在校生等。 
 

表 2.1.2 教师队伍职称、学位、年龄分布 

 
总

计 

职称 学位 年龄 

教

授 

副

教

授 

讲

师 
助

教 
博

士 
硕

士 
学

士 

无

学

位 

35

岁及

以下 

36-

45 
46-

55 

56

岁及

以上 

数量 288 37 42 93 116 6 199 72 11 170 77 23 18 

比例

（%

） 
-- 

12.
85 

14.
58 

32.
29 

40.
28 

2.0
8 

69.
1 

25 
3.8
2 

59.0
3 

26.74 7.99 6.25 

 
 【注】教师队伍（即师资）指：学校在编的具有教师专业技术职称的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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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数据来源：表 1-5-1 教职工基本信息。 
 

职称结构饼图（%） 学位结构饼图（%） 

  
年龄结构饼图（%） 

 

表 2.1.3 各教学单位教师数、本科生数 

序

号 
单位 

专任教师 
外聘

教师

数 

本科

生数 

本科

生与

专任

教师

之比 

总

数 

具有高级职

称教师 
35岁以下

青年教师 
双师型 

数

量 
比例

（%） 
数

量 
比例

（%） 
数

量 
比例

（%） 

1 
软件学

院 
88 31 35.23 45 51.14 37 42.05 102 4474 50.84 

2 
电子工

程学院 
31 7 22.58 22 70.97 13 41.94 46 1294 41.74 

3 
艺术设

计学院 
25 9 36.00 14 56.00 14 56.00 38 1008 40.32 

4 商学院 21 4 19.05 15 71.43 12 57.14 31 691 32.90 
5 学生发 9 1 11.11 2 22.22 0 0.00 5 0 0.00 

12.85%

14.58%

32.29%

40.28%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2.08%

69.10%

25.00%

3.82%

博士 硕士 学士 无学位

59.02%26.74%

7.99%
6.25%

35岁及以下 36-45岁 46-55岁 56岁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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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单位 

专任教师 
外聘

教师

数 

本科

生数 

本科

生与

专任

教师

之比 

总

数 

具有高级职

称教师 
35岁以下

青年教师 
双师型 

数

量 
比例

（%） 
数

量 
比例

（%） 
数

量 
比例

（%） 
展中心

（创新

创业学

院） 
6 基础部 40 3 7.50 34 85.00 0 0.00 21 0 0.00 

7 
体育教

研部 
14 3 21.43 10 71.43 0 0.00 16 0 0.00 

8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24 2 8.33 16 66.67 0 0.00 15 0 0.00 

 
 【注】专任教师指具有教师资格，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 
 ※以上数据来源：表 1-3 学校教学科研单位，表 1-5-1 教职工基本信息，表

1-5-3 外聘或兼职教师基本信息，表 1-6 本科生基本情况。 
 
 

表 2.1.4 各专业专任教师数及职称、学位、年龄分布 

序

号 
专业 

专业

设置

年限 

专任教师 

总数 
具有高级职称 

具有硕士、博士

学位 
35岁以下青年

教师 
数

量 
比例

（%） 
数

量 
比例

（%） 
数

量 
比例

（%） 
1 电子信息工程 2014 16 4 25.00 14 87.50 12 75.00 
2 人工智能 2021 6 1 16.67 5 83.33 5 83.33 
3 自动化 2016 9 3 33.33 8 88.89 5 55.56 

4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2014 25 8 32.00 13 52.00 11 44.00 

5 软件工程 2014 39 16 41.03 19 48.72 22 56.41 
6 智能科学与技术 2020 10 2 20.00 7 70.00 7 70.00 

7 
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 
2019 11 4 36.36 8 72.73 4 36.36 

8 虚拟现实技术 2021 7 1 14.29 5 71.43 7 100.00 
9 物流管理 2020 8 1 12.50 7 87.50 5 62.50 

10 电子商务 2016 15 3 20.00 13 86.67 12 80.00 
11 视觉传达设计 2015 13 3 23.08 12 92.31 9 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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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业 

专业

设置

年限 

专任教师 

总数 
具有高级职称 

具有硕士、博士

学位 
35岁以下青年

教师 
数

量 
比例

（%） 
数

量 
比例

（%） 
数

量 
比例

（%） 
12 环境设计 2014 11 6 54.55 8 72.73 5 45.45 
 
 ※以上数据来源：表 1-4-1 专业基本情况，表 1-5-1 教职工基本信息。 
 
 
 

表 2.1.5 各专业授课教师数及职称、学位、年龄分布 

序

号 
专业 

专业

设置

年限 

授课教师数 
具有高级职

称 
具有硕士、

博士学位 
35岁以下青

年教师 

总

数 

本学

院授

课教

师数 

外学

院授

课教

师数 

数

量 
比例

（%） 
数

量 
比例

（%） 
数

量 
比例

（%） 

1 
电子信

息工程 
2014 17 16 1 5 29.41 12 70.59 12 70.59 

2 自动化 2016 9 7 2 4 44.44 6 66.67 5 55.56 

3 
计算机

科学与

技术 
2014 52 40 12 17 32.69 30 57.69 33 63.46 

4 
软件工

程 
2014 53 42 11 23 43.40 30 56.60 29 54.72 

5 
电子商

务 
2016 20 15 5 5 25.00 14 70.00 12 60.00 

6 
视觉传

达设计 
2015 18 17 1 7 38.89 15 83.33 11 61.11 

7 
环境设

计 
2014 11 11 0 6 54.55 8 72.73 5 45.45 

 
 【注】： 
 1.专业授课教师，指按照学校近一学年课程记录，给相关专业开设过专业课的教师。 
 2.本表格只统计专业课的授课情况、不含外聘教师统计。 
 ※以上数据来源：表 1-4-1 专业基本情况，表 1-5-1 教职工基本信息，表 5-
1-1 开课情况，表 5-1-2 专业课教学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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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育教学水平 

评估指标基本要求： 

 ●师德水平 

 履行教师岗位职责，教书育人，从严执教，为人师表，严谨治

学，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教学水平 

 建立引导教师投入教学机制；教师的课堂教学、实践指导总体上

能满足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教学和教风效果较好，学生基本满

意。 

 数据分析： 

 ●学校有国家级教学名师 0 人,省部级教学名师 1 人。 

 ●学校有国家级教学团队 0 个,省部级教学团队 1 个。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0 项，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5 项。 

 ※以上数据来源：表 3-3-1 高层次人才，表 3-3-2 高层次教学研究团队，表

7-2-2 教学成果奖。 
 
 

表 2.2.1 近一届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一览表 

编号 奖励项目名称 级别 获奖时间 

1 
面向就业能力提升的“三进阶一贯通”应用型本

科计算机类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省部级 2022 

2 餐饮空间设计 省部级 2022 

3 
黑龙江省应用型本科院校教育科研与教学深度

融合机制研究 
省部级 2021 

4 
黑龙江省民办本科院校环境设计专业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省部级 2021 

5 黑龙江省民办本科院校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创新 省部级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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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奖励项目名称 级别 获奖时间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以上数据来源：表 7-2-2 教学成果奖。 
 

2.3 教师培养培训 

评估指标基本要求： 

 ●培养培训 

 有计划开展了教学团队建设、专业带头人培养等工作，初见成

效；有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能力的措施，将课程育人作为教学督导

和教师绩效考核的重要方面；有加强教师专业职业资格和任职经历

培养的措施，效果较好；重视青年教师培训和专业发展，有规划、

有措施、有实效。 

 数据分析： 

 ●学校上一学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人数为 0 人， 攻读硕士学位

人数为 0 人，1204 人次参加境内进修，5 人次参加境外进修。 

 ※以上数据来源：表 3-4-2 教师培训进修、交流情况 
 
 

表 2.3.1 各专业带头人情况列表 

序

号 
专业 所在院系 姓名 出生年月 学位 专业技术职称 学缘 

1 软件工程 软件学院 高璐 1982-03 硕士 教授 
外校

（境

内） 

2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软件学院 林克正 1962-09 博士 教授 无 

3 数据科学与大 软件学院 姜海红 1978-11 硕士 教授 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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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业 所在院系 姓名 出生年月 学位 专业技术职称 学缘 

数据技术 （境

内） 

4 
智能科学与技

术 
软件学院 张宏 1962-12 博士 教授 无 

5 虚拟现实技术 软件学院 姜浩 1987-06 学士 副教授 
外校

（境

内） 

6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工程学

院 
马玉志 1982-08 硕士 教授 

外校

（境

内） 

7 人工智能 
电子工程学

院 
卢印海 1981-04 硕士 教授 

外校

（境

内） 

8 自动化 
电子工程学

院 
叶瑰昀 1966-02 硕士 副教授 无 

9 环境设计 
艺术设计学

院 
白芳 1982-05 硕士 教授 

外校

（境

内） 

10 视觉传达设计 办公室 张丽丽 1982-03 硕士 教授 
外校

（境

内） 
11 电子商务 商学院 孟宇 1958-03 硕士 副教授 无 
12 物流管理 商学院 胡云峰 1970-12 硕士 教授 无 

 
 以上数据来源：表 1-4-1 专业基本情况，表 1-5-1 教职工基本信息，表 4-2
专业培养计划表。 
 

表 2.3.2 教学团队 

序号 团队名称 类型 获得时间 

1 计算机网络技术 
省部级教学

团队 
2008 

 
 ※以上数据来源：表 3-3-2 高层次教学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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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教师教学发展机构 

序号 机构名称 培训次数 培训人次 培训类型 

1 教务处 7 856 常规培训 
2 教师发展中心 5 397 常规培训 

3 教师发展中心 1 20 
教师创新创

业专项培训 
 
 【注】：教师教学发展机构：指学校通过开展教师培训、教学咨询、教学改革研究、

教学质量评估、提供优质教学资源等工作，促进学校提升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建设

高素质教师队伍，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机构。 
 ※以上数据来源：表 3-4-1 教师教学发展机构。 
 

表 2.3.4 教师培训进修交流情况 

序

号 
院系 

境内外培训进修

（人次） 
攻读博士

（人） 
攻读硕士

（人） 
境内外交流（人

次） 

总数 
其中：35

岁以下青

年教师 
总数 总数 总数 

其中：35

岁以下青

年教师 
1 软件学院 215 131 0 0 35 10 
2 艺术设计学院 131 90 0 0 6 0 
3 电子工程学院 203 145 0 0 5 1 
4 商学院 258 199 0 0 5 2 
5 基础部 128 96 0 0 2 1 

6 
马克思主义学

院 
187 128 0 0 3 0 

7 体育教研部 48 32 0 0 1 0 

8 
学生发展中心

（创新创业学

院） 
8 2 0 0 1 0 

 
 ※以上数据来源：表 3-4-2 教师培训进修交流情况，表 1-5-1 教职工基本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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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条件与利用 

3.1 教学基本设施 

评估指标基本要求： 

 ●实验室、实习场所建设与利用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及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所占比例达到

国家办学条件要求[注：参照教育部教发［2004］2 号文件限制招生

规定]；实验室、实习场所的配置能满足教学基本要求，利用率较

高。 

 ●图书资料和校园网建设与利用 

 生均藏书量和生均年进书量达到国家办学条件要求[注：参照教

育部教发［2004］2 号文件限制招生规定]，图书资料（含电子类图

书）能满足教学基本要求，利用率高；重视校园网及网络资源建

设，在教学中发挥积极作用。 

 ●校舍、运动场所、活动场所及设施建设与利用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达到国家办学条件要求[注：参照教育部

教发［2004］2 号文件限制招生规定]；教室、实验室、实习场所和

附属用房面积以及其它相关校舍基本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利用率

较高。运动场、学生活动中心及相关设施满足人才培养需要。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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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教学基本设施情况 

项目 学校情况 
办学条件指标

合格标准 
办学条件指标限

制招生标准 

教学行政用房总面积(㎡) 137746.01 - -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

(㎡) 
16.99 16 9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元） 
5839.28 5000 3000 

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所占比例（%） 
27.61 10 - 

纸质图书总量（册） 692700 - - 

生均纸质图书（册） 85.46 80 40 

当年新增纸质图书（册） 26257 - - 

生均年进纸质图书（册） 3.24 3 - 

当年图书流通量（本次） 41232 - - 

电子期刊（册） 8571 - - 

学位论文（册） 1396978 - - 

音视频（小时） 15677 - - 

当年文献购置费（万元） 128.5 - - 

 
 【注】：当年文献购置费：指年度学校及各教学单位用于图书、期刊（包括纸质类和

电子类）购置的实际支出经费。 
 ※以上数据来源：表 2-2 教学行政用房面积，表 2-3-1 图书馆，表 2-3-2 图

书当年新增情况，表 2-5 固定资产，表 6-1 学生数量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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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校内实验场所使用情况 

序

号 
校内专业名称 

基础实验室 专业实验室 实训场所 

数

量 

承担实

验课程

门数 

面积

（平方

米） 

设备

台套

数 

设备值

（万

元） 

数

量 

承担实

验课程

门数 

面积

（平方

米） 

设备

台套

数 

设备值

（万

元） 

数

量 

承担实

训课程

门数 

面积

（平方

米） 

设备

台套

数 

设备值

（万

元） 
1 电子信息工程 6 5 748.46 575 205.01 6 7 655.09 364 293.41 3 2 244.47 67 20.47 
2 人工智能 5 4 593.0 306 132.31 2 2 183.66 55 142.49 1 1 130.59 50 11.45 
3 自动化 7 7 864.41 617 227.79 7 11 713.14 377 334.77 3 3 451.53 56 99.05 

4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16 14 1601.7 506 504.96 7 8 796.14 318 348.55 2 6 211.1 42 48.95 

5 软件工程 25 21 2731.04 515 266.36 5 4 453.99 96 129.67 4 7 731.54 224 149.33 

6 
智能科学与技

术 
5 8 587.46 284 125.66 1 6 105.0 5 1.56 1 2 56.95 129 92.96 

7 
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 
5 12 549.26 291 130.26 4 8 428.27 134 99.45 1 11 111.78 7 4.62 

8 虚拟现实技术 3 1 379.5 284 125.66 1 2 88.0 2 1.02 1 3 112.5 5 1.56 
9 物流管理 1 1 83.85 2 1.01 1 1 165.6 53 78.93 1 1 115.1 32 17.49 

10 电子商务 1 3 128.0 16 46.33 4 15 589.78 192 236.92 2 2 270.0 35 16.06 
11 视觉传达设计 4 2 407.0 7 9.58 4 7 337.98 125 152.35 3 4 259.6 127 97.13 
12 环境设计 6 3 614.48 14 26.45 7 10 656.36 156 136.63 2 5 228.84 34 72.32 

 
 ※以上数据来源：表 5-1-3 分专业（大类）专业实验课情况，表 1-7-1 本科实验场所，表 2-6 本科实验设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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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经费投入 

评估指标基本要求： 

 ●教学经费投入 

 教学经费投入较好地满足人才培养需要。其中，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注：指学校开展普通本专科教学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支出，

仅指教学基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302 类），不包括教学专

项拨款支出，具体包括：教学教辅部门发生的办公费（含考试考务

费、手续费等）、印刷费、咨询费、邮电费、交通费、差旅费、出

国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专用材料费（含

体育维持费等）、劳务费、其他教学商品和服务支出（含学生活动

费、教学咨询研究机构会员费、教学改革科研业务费、委托业务费

等）。取会计决算数。]占经常性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拨款（205 类教

育拨款扣除专项拨款）与学费收入之和的比例﹝13%。生均年教学

日常运行支出﹝1200 元人民币，且应随着教育事业经费的增长而逐

步增长。 

 

数据分析： 

 ●2021 财政年度，经常性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拨款额为 0 万元， 

学费收入为 14107.28 万元， 教学日常运行支出总额为 1896.91 万

元， 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占经常性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拨款额（205 类

教育拨款扣除专项拨款）与学费收入之和的比例为 13.45%， 生均

年教学日常运行支出为 2340.1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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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年教学日常运行支出总额/折合学生数。2. “经常

性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拨款（205 类教育拨款扣除专项拨款）与学费收入之和”中学费收入

为“本科学费收入”与“高职高专学费收入”之和。 
 ※以上数据来源：表 2-8-1 教育经费概况、2-8-2 教育经费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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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业与课程建设 

4.1 专业建设 

评估指标基本要求： 

 ●专业设置与结构调整 

 有明确的专业设置条件和合理的建设规划，能根据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和本校实际调整专业，专业结构总体合理；注重特色专业

的培育。 

 ●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反映专业培养目标，体现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要求；有企业行业专家参与制定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了科

学合理的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课程体系，其中人文社科类专业实践教

学占总学分（学时）不低于 20%，理工农医类专业实践教学比例占

总学分（学时）比例不低于 25%，师范类专业教育实习不少于 12

周；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开设专门课程，纳入学分管

理；培养方案执行情况良好。 

 数据分析： 

 

表 4.1.1 学科专业基本情况 

项目 数量 

本科专业总数 12 

其中：新专业 5 

校内专业总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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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数量 

本科专业覆盖学科门类数 3 

校内专业平均总学分 175.21 

 ※以上数据来源：表 4-1-1 学科建设，表 1-4-1 专业基本情况，表 4-2 专业

培养计划表。 

表 4.1.2 本科专业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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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业名称 

优势（一

流）专业 
专业设

置时间 
总学

时 
总学

分 

其中： 其中：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所

占比例（%） 集中实践教

学环节学分 
课内教

学学分 
实验教

学学分 
课外科技

活动学分 
创新创业教

育学分 

1 电子信息工程 -- 2014 
2320

.0 
176.

0 
35.5 120.5 19.0 1.0 4.0 30.97 

2 人工智能 -- 2021 
2354

.0 
178.

5 
35.5 120.5 21.5 1.0 4.0 31.93 

3 自动化 -- 2016 
2360

.0 
178.

5 
35.5 125.0 17.0 1.0 4.0 29.41 

4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 2014 

2392
.0 

175.
5 

32.5 120.0 22.0 1.0 4.0 31.05 

5 软件工程 
省级一流专

业建设点 
2014 

2460
.0 

180.
0 

32.5 124.0 22.5 1.0 4.0 30.56 

6 智能科学与技术 -- 2020 
2390

.0 
177.

0 
32.5 120.5 23.0 1.0 4.0 31.36 

7 
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 
-- 2019 

2380
.0 

175.
0 

32.5 118.5 23.0 1.0 4.0 31.71 

8 虚拟现实技术 -- 2021 
2380

.0 
175.

5 
32.5 117.5 24.5 1.0 4.0 32.48 

9 物流管理 -- 2020 
2250

.0 
168.

5 
31.5 121.0 15.0 1.0 4.0 27.6 

10 电子商务 -- 2016 
2270

.0 
171.

0 
31.0 125.0 14.0 1.0 4.0 26.32 

11 视觉传达设计 -- 2015 
2278

.0 
171.

5 
33.0 105.0 32.5 1.0 4.0 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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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业名称 

优势（一

流）专业 
专业设

置时间 
总学

时 
总学

分 

其中： 其中：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所

占比例（%） 集中实践教

学环节学分 
课内教

学学分 
实验教

学学分 
课外科技

活动学分 
创新创业教

育学分 

12 环境设计 -- 2014 
2360

.0 
175.

5 
33.0 112.0 29.5 1.0 4.0 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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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实践教学环节学分所占比例=（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实验教学学

分）/总学分。 
 ※以上数据来源：表 1-4-1 专业基本情况，表 4-2 专业培养计划。 
 

4.2 课程与教学 

评估指标基本要求： 

 ●教学内容与课程资源建设 

 课程建设有规划、有标准、有措施、有成效；根据培养目标的要

求和学生的需求，开设了足够数量的选修课；教学内容符合本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能够反映本学科专业发展方向和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教学大纲规范完备，执行严格；注重以专业应用能力培养为导

向的教材建设，有科学的教材选用和质量监管制度；能有效利用网

络教学资源，现代教学技术和手段使用效果较好。 

 ●教学方法与学习评价 

 推进课堂教学改革，有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学方法改革的政策和

措施，课堂教学体现以学生能力培养为中心，注重学生创新精神和

能力培养，教师能够开展启发式、参与式、讨论式等教学，课程考

核方式科学多样。 

 数据分析： 

 ●2021-2022 学年学校总计有课程门数 425 门；学校总计有课程

1848 门次， 本科课程中由教授授课有 157 门次，由副教授授课有

196 门次。 

 ※以上数据来源：表 1-5-1 教职工基本信息，表 5-1-1 开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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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全校课程开设情况 

课程类别 
课程门

数 
课程门

次数 
双语课程

门数 
全外语课程

门数 

平均学

时数 
平均班规模

（人） 
专业课 314 1071 1 0 51.16 54.34 

公共必修课 24 665 1 0 36.69 70.83 
公共选修课 11 28 0 0 32.0 110.29 

 
 ※ 以上数据来源：表 5-1-1 开课情况。 
 【注】： 
 1.此表不统计网络授课。 
 

表 4.2.2 全校课程规模情况 

课程类别 
课程门

次数 

课程规模 

30 人及以下

课程门次数 
31-60人课程

门次数 
61-90人课程

门次数 
90人以上课

程门次数 
专业课 1071 188 605 210 68 

公共必修课 665 27 315 182 141 
公共选修课 28 0 0 12 16 

 
 ※ 以上数据来源：表 5-1-1 开课情况。 

 ●学校有 33 门课程使用自编教材，268 门课程使用选用教材，教

师主编专业教材 2 本。 

 ※ 以上数据来源：表 5-1-1 开课情况、表 3-5-1 教师出版专著和主编教材情

况。 
 【注】： 
 1.此表不统计网络授课。 
 

表 4.2.3 省部级以上在线开放课程列表 

编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级别 建设方式 

1 
B01061100

1 
军事理论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2 
B01031100

1 
大学生心理健康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3 B11051100 大学生职业发展规划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省部级 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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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级别 建设方式 

1 

4 
B02051325

0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素养

*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省部级 引进 

5 
B02051325

1 
创新工程实践*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6 
B02051313

1 
公共关系与人际交往能

力*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7 
B02051325

2 
创新设计梦工场*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省部级 引进 

8 
B02051325

5 
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态文

明*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9 
B02051325

6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品格

与修养*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10 
B02051320

7 
中华国学*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11 
B02051326

0 
中国音乐史*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省部级 引进 

12 
B02051305

9 
图说人际关系心理*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13 
B02051326

2 
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

*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14 
B02051305

7 
美学与人生*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15 
B02051320

4 
敦煌的艺术*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16 
B02051304

1 
世界著名博物馆艺术经

典*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17 
B02051309

7 
中国戏曲剧种鉴赏*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18 
B02051326

6 
20 世纪西方音乐*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19 
B02051326

7 
构美-空间形态设计*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20 
B02051326

8 
英文经典歌曲赏析*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省部级 引进 

21 
B02051322

7 
版面文化与设计鉴赏—
—教你学会版面设计*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22 
B02051318

2 
地球历史及其生命的奥

秘*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23 
B02051318

3 
奇异的仿生学*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24 B02051327 插花艺术*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省部级 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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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级别 建设方式 

6 

25 
B02051319

5 
欧美电影文化*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26 
B02051305

5 
教你成为歌唱达人*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27 
B02051320

1 
燃烧脂肪-流行健身舞蹈

*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28 
B02051328

7 
生态文明*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29 
B02051321

7 
果蔬营养与生活*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省部级 引进 

30 
B02051319

8 
中医与诊断——学做自

己的医生*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31 
B02051328

8 
环境与健康（吉林大

学）*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省部级 引进 

32 
B02051304

7 
走进故宫*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33 
B02051318

6 
中国历史地理*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34 
B02051304

3 
中国传统文化（西安交

通大学）*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35 
B02051328

9 
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36 
B02051315

8 
唐诗宋词人文解读*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37 
B02051303

5 
古希腊文明*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38 
B02051321

3 
探索心理学的奥秘*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39 
B02051308

0 
互联网与营销创新*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40 
B02051329

1 
管理百年*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41 
B02051303

3 
中国哲学经典著作导读

*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42 
B02051314

7 
西方文学经典鉴赏*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43 
B02051309

5 
“非遗”之首——昆曲经

典艺术欣赏*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44 
B02051306

9 
艺术与审美*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45 B02051307 中外美术评析与欣赏*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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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级别 建设方式 

1 

46 
B02051329

5 
生活色彩美学*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47 
B02051307

7 
海洋的前世今生*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48 
B02051329

6 
天文漫谈*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49 
B02051318

1 
3D 打印技术与应用*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50 
B02051329

7 
数学零距离*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51 
B02051329

8 
网络空间安全概论*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52 
B02051329

9 
韩国语入门*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级 引进 

 ※以上数据来源：表 5-3 本科在线课程情况。 
 

表 4.2.4 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 

项目 数量 

教师主持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

项目 

项目总数 17 

其中：国家级 0 

省部级 17 

当年经费（万元） 20.16 

其中：国家级（万

元） 
0 

省部级（万元） 20.16 

参与教师（人次） 116 

 
 ※以上数据来源：表 7-2-1 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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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实践教学 

评估指标基本要求： 

 ●实验教学 

 实验开出率达到教学大纲要求的 90%；有一定数量的综合性、设

计性实验，有开放性实验室；实验指导人员结构合理，实验教学效

果较好。 

 ●实习实训 

 能与企事业单位紧密合作开展实习实训；每个专业建立有稳定的

实习实训基地，时间和经费有保证；指导到位，考核科学，效果较

好。 

 ●社会实践 

 把社会实践纳入学校教学计划，规定学时学分，对学生参加社会

实践提出时间和任务要求；把教师参加和指导大学生社会实践计入

工作量。 

 ●毕业论文（设计）与综合训练 

 选题紧密结合生产和社会实际，难度、工作量适当，体现专业综

合训练要求；有 50％以上毕业论文（设计）［注：包括不同科类毕

业汇报演出、作品展示、医学临床实习、社会调查报告等］在实

验、实习、工程实践和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中完成；教师指导学生

人数比例适当，指导规范，论文（设计）质量合格。 

 数据分析： 

 ●学校当年生均本科实习经费为 352.9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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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数据来源：表 2-8-2 教育经费支出情况，表 6-1 学生数量基本情况。 

 ●学校平均每名教师指导 2022 年本科毕业生毕业综合训练人数

为 7 人。 

 ※以上数据来源：表 5-2 学生毕业综合训练情况。 
 

表 4.3.1.分专业实验、毕业综合训练情况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在院系 
实验

课门

数 

毕业综合训练课题 

总数 
在实验、实习、工程

实践和社会调查等社

会实践中完成数 

比例

（%） 

1 环境设计 艺术设计学院 21 62 62 100.00 
2 自动化 电子工程学院 18 53 52 98.11 
3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工程学院 11 103 100 97.09 
4 电子商务 商学院 21 172 138 80.23 

5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软件学院 21 328 238 72.56 

6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设计学院 19 92 55 59.78 
7 软件工程 软件学院 25 586 338 57.68 

8 
智能科学与技

术 
软件学院 14 0 0 0.00 

9 人工智能 电子工程学院 4 0 0 0.00 

10 
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 
软件学院 24 0 0 0.00 

11 虚拟现实技术 软件学院 6 0 0 0.00 
12 物流管理 商学院 3 0 0 0.00 

 
 ※以上数据来源：表 5-1-3 分专业（大类）实验情况，表 5-2 学生毕业综合

训练情况，表 1-4-1 专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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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院系实验技术人员职称、学位、年龄分布情况 

 

序

号 
院系名称 

实验员

总数 

职称 学位 年龄 

正高 副高 中级 初级 
无职

称 
博士 硕士 学士 无 

35岁

以下 
36-

46 
46-

56 
56岁

以上 
1 软件学院 11 0 0 0 5 6 0 0 10 1 10 1 0 0 
2 艺术设计学院 1 0 0 0 0 1 0 0 1 0 1 0 0 0 
3 电子工程学院 4 0 0 1 1 2 0 0 4 0 3 1 0 0 
4 商学院 2 0 0 0 1 1 0 0 2 0 2 0 0 0 
5 基础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马克思主义学院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 体育教研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8 
学生发展中心（创新创业学

院）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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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数据来源：表 1-5-1 教职工基本信息。 
 

表 4.3.3.校内外实习实践实训基地情况表 

序号 专业名称 实习基地数量 当年接纳学生总数（人次） 

1 电子信息工程 11 311 
2 人工智能 2 0 
3 自动化 10 167 
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 39 
5 软件工程 25 83 
6 智能科学与技术 6 0 
7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7 0 
8 虚拟现实技术 2 0 
9 物流管理 3 0 

10 电子商务 16 552 
11 视觉传达设计 20 101 
12 环境设计 20 304 
13 不限定专业 0 0 

 
 ※以上数据来源：表 2-4 校内外实习、实践、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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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质量管理 

5.1 教学管理队伍 

评估指标基本要求： 

 ●结构与素质 

 结构较为合理，队伍基本稳定，服务意识较强；注重教学管理队

伍培训，积极开展教学管理研究，有一定数量的研究实践成果

［注：教学管理队伍包括学校分管教学的校领导、教务处等专职教

学管理人员、院（系、部）分管教学的院长（主任）、教学秘书等

教学管理人员］。 

 数据分析： 

 ●学校教学管理人员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0 项，省部级教学成

果奖 3 项。 

 ※以上数据来源：表 7-2-2 教学成果奖。 
 

表 5.1.1 各院系教学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

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

称 
学历 

最高学

位 

1 姜海红 女 1978-11 软件学院 教授 
硕士

研究

生 
硕士 

2 范忠鹏 女 1985-05 软件学院 讲师 
大学

本科 
无学位 

3 孙杨 女 1979-01 软件学院 讲师 
大学

本科 
学士 

4 周莹 女 2001-06 软件学院 未评级 
大学

本科 
学士 

5 于懿朵 女 1998-11 软件学院 未评级 大学 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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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

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

称 
学历 

最高学

位 
本科 

6 于涵 女 1998-09 软件学院 未评级 
大学

本科 
学士 

7 
张雪

（小） 
女 2000-12 软件学院 未评级 

大学

本科 
学士 

8 郑丽丽 女 1983-07 软件学院 未评级 
硕士

研究

生 
硕士 

9 王贺坤 女 1997-02 艺术设计学院 助教 
大学

本科 
学士 

10 周立军 男 1961-09 艺术设计学院 教授 
硕士

研究

生 
硕士 

11 尹慧英 女 1958-05 电子工程学院 其他正高级 
硕士

研究

生 
学士 

12 卢印海 男 1981-04 电子工程学院 教授 
大学

本科 
硕士 

13 王文睿 女 1989-07 电子工程学院 其他初级 
大学

本科 
硕士 

14 水俊明 女 1991-09 商学院 讲师 
硕士

研究

生 
硕士 

15 孟探宙 男 1962-04 商学院 教授 
大学

本科 
硕士 

16 郝庆华 女 1975-02 基础部 教授 
硕士

研究

生 
硕士 

17 刘秀云 女 1961-12 基础部 其他副高级 
大学

本科 
学士 

18 崔欣宇 女 1997-07 基础部 助教 
硕士

研究

生 
硕士 

19 冯丽 女 1984-03 马克思主义学院 讲师 
硕士

研究

生 
硕士 

20 刘国玉 男 1981-10 体育教研部 副教授 
硕士

研究

生 
硕士 

21 顾国欣 男 1973-10 
学生发展中心

（创新创业学

院） 
其他副高级 

大学

本科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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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数据来源：表 3-2 相关管理人员基本信息，表 1-3 学校教学科研单

位。 
 

5.2 质量监控 

评估指标基本要求： 

 ●规章制度 

 教学管理制度规范、完备，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执行较严

格，教学运行平稳有序； 

 ●质量控制 

 学校建立了自我评估制度，并注意发挥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

据平台的作用，对教学质量进行常态监控。 

 数据分析： 

 ●学校共有教学质量监控人员共 6 人 

 ※以上数据来源：表 3-2 相关管理人员基本信息。 

表 5.2.1 评教信息 

 
本科生参与评教

人次数（人次） 

学校专兼职督

导员人数

（人） 

学年内督导听

课学时数 
学年内校领导

听课学时数 
学年内中层领

导听课学时数 

数

量 
11157 19 1301 132 453 

 ※以上数据来源：表 7-1 教学质量评估统计表。 

 ●学校开展的教学质量评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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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学风建设与学生指导 

6.1 学风建设 

评估指标基本要求： 

 ●政策与措施 

 有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政策与措施，开展了行之有效的学风建

设活动。 

 ●学习氛围 

 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学生学习主动、奋发向上，自觉遵守校

纪校规，考风考纪良好。 

 ●校园文化活动 

 积极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指导学生社团建设与发展，搭建了学生

课外科技及文体活动平台，措施具体，学生参与面广泛，对提高学

生综合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学生评价较好。 

 数据分析： 

 ●学校本科生获国家级学科竞赛奖励数为 36 项,获省部级学科竞

赛奖励数为 82 项； 本科生获国家级文艺、体育奖励数为 32 项 ，

省部级文艺、体育奖励数为 89 项； 学生发表学术论文 0 篇， 发表

作品 0 篇（册），获准专利 1 项。 

 ※以上数据来源：表 6-6 本科生学习成效。 

 ●学校有学生社团数 58 个，参加社团学生人数为 5309 人次。 

其中思想政治类 2 个，参加学生人数为 535 人次； 学术科技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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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参加学生人数为 855 人次； 文化体育类 41 个，参加学生人数

为 2478 人次； 志愿公益类 2 个，参加学生人数为 865 人次；创新

创业类 3 个，参加学生人数为 576 人次； 其他社团 0 个，参加学生

人数为 0 人次。 

 ※以上数据来源：表 6-8 学生社团。 

 ●学校英语四级考试累计通过率为 8.4%、英语六级考试累计通

过率为 1.9%。 

 ※以上数据来源：表 6-6 本科生学习成效。 
 

表 6.1.1 本科生交流情况 

项目 数量 

当年交流本科生数  

占全日制本科生比例（%）  

其中：本校到境外  

本校到境内  

境内到本校  

境外到本校  

 
 ※以上数据来源：表 6-7 本科生交流情况。 
 

6.2 指导与服务 

评估指标基本要求： 

 ●组织保障 

 每个班级配有兼职班主任或指导教师；按师生比不低于 1：200

的比例设置一线专职辅导员岗位；按师生比不低于 1：5000 的比例

配备专职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且不少于 2 名，并设置了相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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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有调动教师参与学生指导工作的政策与措施，形成教师与学生

交流沟通机制。 

 ●学生服务 

 开展了大学生学习指导、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创业教育指导、就

业指导与服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心理健康咨询等服务，学

生比较满意；有跟踪调查毕业生发展情况的制度。 

 数据分析： 

●学校有校级学生管理人员 12 人。 

●学校有专职辅导员共 41 人。 

●学校有心理咨询工作人员 2 人，全日制在校生与心理咨询工

作人员的比例为 4053:1。 

●学校有就业指导工作人员 6 人，就业指导人员与应届毕业生

的比值为 228.33:1_。 

 
※以上数据来源：表 3-2 相关管理人员基本信息，表 1-2 学校相关党政单位。 
 

表 6.2.1 校级学生管理人员列表 

编

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所属部门 

专业技术

职称 
学历 

最高学

位 

1 殷爱华 女 1968-06 办公室 副教授 
大学

本科 
学士 

2 李岿然 男 1973-02 
学生处（学工

部） 
未评级 

大学

本科 
硕士 

3 李凤珍 女 1958-12 
学生处（学工

部） 
其他初级 

大学

本科 
学士 

4 姜思思 女 1988-07 
学生处（学工

部） 
未评级 

大学

本科 
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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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所属部门 

专业技术

职称 
学历 

最高学

位 

5 赵向春 男 1994-12 
学生处（学工

部） 
未评级 

大学

本科 
学士 

6 张欣 女 1983-01 
学生处（学工

部） 
未评级 

大学

本科 
无学位 

7 王玉珅 男 1964-03 
学生处（学工

部） 
副教授 

博士

研究

生 
博士 

8 李俊荟 女 1990-03 
学生处（学工

部） 
未评级 

硕士

研究

生 
硕士 

9 张凯军 男 1972-09 
学生处（学工

部） 
助教 

硕士

研究

生 
硕士 

10 刘福震 男 1974-11 
学生处（学工

部） 
助教 

大学

本科 
学士 

11 宋龙宾 男 1980-09 团委 副教授 
硕士

研究

生 
硕士 

12 杜欣 女 1987-06 团委 未评级 
硕士

研究

生 
硕士 

 
 ※以上数据来源：表 3-2 相关管理人员基本信息，表 1-2 学校相关党政单

位。 
 

表 6.2.2 学生就业管理人员列表 

编

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所属部门 

专业技术

职称 
学历 

最高学

位 

1 宋权广 男 1974-04 招生就业处 讲师 
大学

本科 
学士 

2 李秀云 女 1976-04 招生就业处 未评级 
专科

及以

下 
无学位 

3 王婷婷 女 1986-10 招生就业处 未评级 
大学

本科 
无学位 

4 穆亚丽 女 1992-02 招生就业处 未评级 
大学

本科 
学士 

5 赵妍 女 1999-10 招生就业处 未评级 
大学

本科 
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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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所属部门 

专业技术

职称 
学历 

最高学

位 

6 王珊珊 女 1982-08 招生就业处 未评级 
大学

本科 
学士 

 
 ※以上数据来源：表 3-2 相关管理人员基本信息，表 1-2 学校相关党政单

位。 
 

表 6.2.3 本科生奖贷补情况 

 
政府奖、助

学金 
社会奖、

助学金 
学校奖

学金 
工助

学金 
减免

学费 
临时困

难补助 
其他奖

助学金 

资助金额

（万元） 
564.77 0.0 27.14 38.39 0.0 0.0 115.22 

资助学生数

（人次） 
3317 0 930 745 0 0 16362 

 
 ※以上数据来源：表 6-4 本科生奖贷补。 
 

表 6.2.4 各教学单位辅导员与学生情况 

序

号 
教学单位 

本科生辅导

员人数 
本科在校

生数 
本科在校生与本科生

辅导员比例 
1 软件学院 23 4474 194.52 
2 艺术设计学院 5 1008 201.60 
3 电子工程学院 6 1294 215.67 
4 商学院 4 691 172.75 
5 基础部 0 0 0 
6 马克思主义学院 0 0 0 
7 体育教研部 0 0 0 

8 
学生发展中心（创新创业学

院） 
0 0 0 

 
 ※以上数据来源：表 3-2 相关管理人员基本信息，表 1-6 本科生基本情况，

表 1-3 学校教学科研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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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学质量 

7.1 德育 

评估指标基本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把思想政治工

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落实国家标

准，健全组织机构，加强队伍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较强，学生比较满意，评价较高。 

 ●思想品德 

 学生展现出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表现出服务国家和服务人民的

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具有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

苦奋斗的良好品质，学生能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 

7.2 专业知识和能力 

评估指标基本要求： 

 ●专业基本理论与技能 

 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学生掌握了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

本技能。 

 ●专业能力 

 具备了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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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体育美育 

评估指标基本要求： 

 ●体育和美育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率达 85％，学生身心健康。开

设了艺术教育课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注重培养学生良

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 

 数据分析： 

●学校本科生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体质合格率比例

为 85.77%，学校应届毕业生体质合格率为 98.47 % 。 

●学校共有本科校内专业 12 个，其中艺术课程学分达标的校内

专业数 12 个，占比 100%。 
 ※以上数据来源：表 1-4-1 专业基本情况，表 4-2 专业培养计划，表 6-6-9
学生体质健康达标率。 

7.4 校内外评价 

评估指标基本要求： 

 ●师生评价 

 学生对教学工作及教学效果比较满意，评价较好；教师对学校教

学工作和学生学习状况比较满意； 

 ●社会评价 

 学校声誉较好，学生报到率较高；毕业生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认

可度较高，评价较好；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较高。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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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学校获得社会捐赠金额总计 0 万元。 

 ※以上数据来源：表 2-8-1 教育经费概况。 

表 7.4.1 各专业（大类）报到率、录取率 

序

号 
专业名称 所属单位 

招生计划

数 
实际录取

数 
实际报到

数 
报到率

（%） 
1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工程学院 415 411 335 81.51 
2 人工智能 电子工程学院 90 82 65 79.27 
3 自动化 电子工程学院 135 131 111 84.73 

4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软件学院 520 544 464 85.29 

5 软件工程 软件学院 811 836 733 87.68 
6 智能科学与技术 软件学院 90 89 78 87.64 

7 
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 
软件学院 180 192 163 84.90 

8 虚拟现实技术 软件学院 45 45 36 80.00 
9 物流管理 商学院 45 36 33 91.67 

10 电子商务 商学院 180 166 126 75.90 
11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设计学院 225 220 196 89.09 
12 环境设计 艺术设计学院 160 136 112 82.35 
 
 【注】报到率=实际报到数/实际录取数。 
 ※以上数据来源：表 6-3-3 近一届各专业（大类）招生报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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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2 分省录取分数线 

省份 批次 招生类型 
录取数

（人） 

批次最低控制线

（分） 

当年录取平均分数

（分） 

平均分与控制线差

值 

河北省 本科批招生 物理 33 430.0 438.4 8.4 
河北省 本科批招生 历史 7 443.0 451.7 8.7 
山西省 第二批次招生 A 理科 25 373.0 377.6 4.6 
山西省 第二批次招生 A 文科 15 409.0 412.5 3.5 

内蒙古自治区 第二批次招生 A 理科 15 323.0 333.3 10.3 
内蒙古自治区 第二批次招生 A 文科 5 366.0 374.8 8.8 

辽宁省 本科批招生 物理 20 362.0 402.4 40.4 
吉林省 第二批次招生 A 理科 15 327.0 374.5 47.5 
吉林省 第二批次招生 A 文科 5 364.0 407.3 43.3 
黑龙江省 第二批次招生 A 理科 804 308.0 338.3 30.3 
黑龙江省 第二批次招生 A 文科 172 365.0 374.5 9.5 
江西省 第二批次招生 A 理科 84 440.0 443.0 3.0 
江西省 第二批次招生 A 文科 26 472.0 476.2 4.2 
河南省 第二批次招生 A 理科 72 405.0 426.7 21.7 
河南省 第二批次招生 A 文科 26 445.0 453.1 8.1 
湖南省 本科批招生 物理 100 414.0 427.4 13.4 
湖南省 本科批招生 历史 12 451.0 460.8 9.8 

广西壮族自治区 第二批次招生 A 理科 155 343.0 354.0 11.0 
广西壮族自治区 第二批次招生 A 文科 50 421.0 418.1 -2.9 

重庆市 本科批招生 物理 10 411.0 439.9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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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批次 招生类型 
录取数

（人） 

批次最低控制线

（分） 

当年录取平均分数

（分） 

平均分与控制线差

值 

四川省 第二批次招生 A 理科 63 426.0 428.5 2.5 
四川省 第二批次招生 A 文科 53 466.0 469.0 3.0 
贵州省 第二批次招生 A 理科 76 360.0 372.2 12.2 
贵州省 第二批次招生 A 文科 19 471.0 478.5 7.5 
云南省 第二批次招生 A 理科 99 430.0 417.6 -12.4 
云南省 第二批次招生 A 文科 34 505.0 494.8 -10.2 

西藏自治区 第二批次招生 A 理科 2 260.0 251.0 -9.0 
甘肃省 第二批次招生 A 理科 16 345.0 346.8 1.8 
甘肃省 第二批次招生 A 文科 9 425.0 431.9 6.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第二批次招生 A 理科 35 290.0 300.8 10.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第二批次招生 A 文科 7 334.0 338.9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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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以上录取分数不包括艺术类等特殊类型招生。 
 ※以上数据来源：表 6-3-2 近一级本科生录取标准及人数。 
 

7.5 就业 

评估指标基本要求： 

 ●7.5就业 

 应届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达到本地区高校平均水平，毕业生对就

业工作的满意度较高。 

 ●就业质量 

 就业面向符合学校培养目标要求，毕业生就业岗位与所学专业相

关性较高，就业岗位适应性较强，有良好的发展机会。毕业生和用

人单位对就业工作的满意度较高。 

 数据分析： 

 ●学校上一学年应届毕业生毕业落实率为 90.23%，该省上一学

年应届毕业生的平均毕业落实率为 85.74%；学校本学年应届毕业生

毕业落实率为 86.86%。 

 ※以上数据来源：表 6-5 应届本科毕业生去向落实情况。 

表 7.5.1 学校总体就业率、分专业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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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业名称 所属院系 

应届毕业生

数 
应届生中未

按时毕业数 
毕业率（%） 学位授予数 

应届毕业生

学位授予率

（%） 

应届毕业生

就业人数 

应届毕业生

初次就业率

（%） 
1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工程学院 102 1 99.03 102 100.00 93 91.18 
2 自动化 电子工程学院 52 1 98.11 52 100.00 45 86.54 
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学院 322 6 98.17 322 100.00 264 81.99 
4 软件工程 软件学院 573 13 97.78 573 100.00 496 86.56 
5 电子商务 商学院 172 0 100.00 172 100.00 152 88.37 
6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设计学院 90 2 97.83 90 100.00 84 93.33 
7 环境设计 艺术设计学院 59 3 95.16 59 100.00 56 9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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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数据来源：表 1-4-1 专业基本情况，表 1-6 本科生基本情况，表 6-5 
应届本科毕业生去向落实情况。 
 

表 7.5.2 应届毕业生升学基本情况 

应届毕业生基本情况 

免试推荐研

究生 

考研录取 
出国(境)留学 

第二学士

学位 总数 考取本校 考取外校 

0 7 0 7 0 0 

 
 ※以上数据来源：表 6-5 应届本科毕业生去向落实情况。 
 

表 7.5.3 毕业生就业落实去向分布情况 

就业去向(人) 

就业去向(人) 

总数 
签署就业协议 

升

学 
灵活

就业 
自主

创业 政府

机构 
事业

单位 
企

业 
部

队 
参加国家地

方项目就业 
其

他 

合计 1190 11 28 
11
19 

8 0 0 7 177 5 

学校所在区域

（省） 
363 6 20 

33
4 

0 0 0 3 80 0 

非学校所在区

域（省） 
827 5 8 

78
5 

8 0 0 4 97 5 

 
 ※以上数据来源：表 6-5 应届本科毕业生去向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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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就业去向分布占比图（%） 

 

学校所在区域就业去向分布占比图（%） 

 

非学校所在区域就业去向分布占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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