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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资料 

●简讯 学科建设突破工程上报山东省重点工作攻坚项目 

4 月 13 日，学校将学科建设突破工程作为 2020 年重点工作攻坚项目 

上报省教育厅。根据攻坚目标，制定了主要措施为加强学科建设顶层设计、

搭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加强学科队伍建设、提升学科科研能力四个方面

的内容，并以四个季度作为时间节点确定了部署启动、统筹推进、优化整

合、强化建设的进度安排，主要协同部门为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人事

处、社科（科技）处、研究生处及各相关学院。 

第五轮学科评估指导性工作指南 

——学科评估主观性评价要点分析 

随着第五轮学科评估日益临近，3 月 19 日学校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旨在

通过对客观数据摸底，提升资源优化。针对目前客观数据已相对确定，主观性

工作仍有提升空间的情况，当前的工作重点应集中在专家评价等主观性内容

方面，为此，特制订指导性工作建议，以供各学科参考。下面按照学科评估的

相关变化、分析结论、注意的问题和工作指南四个方面进行具体介绍。     

一、评估体系的主要变化 

1. 指标结构的变化。增加人才培养和社会贡献权重，增加师德师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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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育、学生获得感和体验感、毕业生后期发展等指标。 

2. 结果展示的变化。增加单项指标评估结果，增加分层分类发布总体评

估结果。 

3. 评估形式的变化。一是各类政府部门评定的项目和部分文献数据库的

公开数据、二是“专家”审阅打分、三是问卷调查和抽样访谈。首先，客观性

评价会采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手段爬取公开数据；其次，学位中心确定的是

主要的指标内容，但由各学科专家确定本学科指标的权重以及部分评估内容；

最后，大幅增加主观性评价比例。第五轮学科评估预计设置四大类别（培养、

师资、科研和社会服务）、超过 20 个指标，其中包括队伍结构是否合理等超过

半数的指标考核方式为专家评价、专家调研、问卷和访谈。根据前期调研，主

观性评价内容（即专家评价或者其他外部评价），主要有以下观测点： 

①思政育人的体制机制、成果效果。 

②科研育人的成果效果。 

③生源质量。 

④培养质量。 

⑤授予学位。 

⑥就业质量。 

⑦师德师风。 

⑧教师队伍质量和结构。 

⑨用人单位的满意度。 

二、具有价值的发现 

1. 更加重视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指标内容扩充，为学科评估结果预测引

入新的变量。区别于以往学科评估侧重科学研究和师资队伍为主的做法，本次

新的评估思路将对那些扎扎实实做好人才培养、结合地方需要做好社会服务

的学科给予更多展示通道。这提示我校所有学科都应该高度重视本次学科评

估，把握可能的机遇。 

2.实施分层次、分学科、分指标的排名。这为学校的特色工作，提高了更

多显示度和空间，可以预计第五轮学科评估会出现更多榜单，预示着我校可能

会有更多学科在不同的榜单上上榜。这意味着学科评估不再是以往那些“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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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等生”的舞台，还会出现更多的“特色专长生”的角色，总体结果会有“冷

门”和“黑马”的出现。因此，我校大多数学科可以冲击的目标是在更多的单

项指标中入围。 

3. 更加侧重主观性评价。对于任何主观性评价，例如调查和访谈的准备，

其工作没有上限，也没有期限，应将准备迎评的系列工作纳入常态化，实现真

正的以评促建。 

三、需要注意的问题 

结合上述要求，针对我校目前部分工作中存在“两条线”甚至“多条线”

管理的实际情况，在这次学科评估工作中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 研究生培养和研究生管理工作相统合。 

2. 科研教学和思政师德工作相统合。 

3. 研究生教育管理与本科生教育管理工作相统合。 

四、下一阶段工作指南 

针对第五轮学科评估的新增内容，基于新的评估方式的分析，我校主观性

评价成绩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结合上一阶段各学院反馈的问题和建议，

全力做好主观性评价支撑材料建设，特别是含有图表等数据支撑的案例表述

材料非常重要。下面就在工作机制、工作内容等方面，提出下一阶段的工作指

南： 

1. 建立党政协同工作机制。统筹协调思政育人、师德师风、学生管理等

工作。 

2. 挖掘、整理和发布相关内容。通过会议、学院网站和移动媒体上尽早

发布，在本学科师生员工中做到应知尽知。同时，发布的信息要确保可被网络

爬取和人工搜索，做好师生访谈、问卷等评估方式的准备。 

①尽早普及思政育人等新工作的内涵和要求，特别是在教师队伍中要清

扫认知盲点。 

②本学科研究生（本科生）参与学术竞赛、导师科研课题以及联合或独立

取得学术成绩（含深造、校外进修）的资料，在本学科研究生（本科生）中传

播宣传，确保学生感知在各类科研活动中的自我获得感和成长满意度。 

③本学科在课程思政、思政教育制度、导师职责、成果、典型的做法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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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④本学科学生的在学成果，特别是学术成果之外的德、智、体、美、劳的

综合成绩，例如各类社会服务、综合竞赛、美德事迹等。 

⑤优秀的研究生（本科生）就业事迹、案例，对总体上毕业生就业渠道、

就业层次、地域以及与地方需求满足度的报道和介绍，特别是典型的后期发展

较好的毕业生事例。 

⑥师德师风建设的制度、活动、成绩和案例。 

⑦提升研究生（本科生）生源质量的工作举措和成效（相对排位），研究

生（本科生）学位授予的质量保障措施和成效。 

3.做好就业工作。提前遴选重点就业单位，与人事部门进行沟通，可以本

年度就业为题，与相关单位开展互动，提高用人单位对我校研究生（本科生）

就业工作的认可度，为相关问卷调查做好准备工作。 

4.对各学科方向的人员进行归属。综合考虑年龄、职称、学缘和学历的平

衡，提升对队伍结构合理性的说服力。 

5. 针对部分设计或展示型作品，准备论证其水平的文字报告，提供专家

参阅评价。 

6. 关注社会服务贡献案例。包含且不限于：产业应用、政府采纳、社会

推广等情况，以数据为主，以同行评价、市场评价和政府认定为主要标准，以

图片、网络等为佐证材料，增加对专家说服力。其中，人文社科侧重智库建设

和文化传播职能，理工科侧重成果转化和科学普及。 

7. 完善优化“学科简介”的表述。内容包括：目标定位（经论证符合逻

辑）、党建情况（学科建设全过程体现党建）、优势特色（数据佐证）、国内外

影响（学科排位佐证）、学科方向设置（体现规模结构和质量水平的平衡）、人

才培养体系的完整性等。 

8. 以多种方式加强与外界沟通。目前考虑疫情状况，主要以参与在线会

议等多种方式，加强与学科教指委等国家级、省级学科组织专家的交流和沟通。 

 

附录 预计第五轮学科评估参考指标体系(一级、二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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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方式 

培养质量 

思政育人 主观评价 

培养过程 客观评价+调查 

在校生 主观评价 

毕业生 主观评价+问卷 

师资 
队伍 专家评价 

平台 客观评价 

科研 

成果 客观评价+主观评价 

获奖 客观评价 

项目 客观评价 

社会贡献 
社会服务 主观调查 

美誉度 主观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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