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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质量保障的国际经验

   三. 质量保障的体系构建

高等教育
质量保障



★ 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特征
p规模急剧扩大，即将迈入普及化阶段
    2018年：2663所，招生791万，在校生2831万，在读生3883万，专任教师167万；毛入学率48.1%

p主要矛盾转化，公平与质量问题凸显
    人民群众享受高质量高等教育需求迫切  与  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短缺且发展不均衡

p 拓展优质教育资源，长期积累、厚积薄发

     硬件、软件建设；教师队伍，办学传统、校园文化、校风学风，办学特色

p 发展方式转变，内涵建设任务繁重

     外延式发展 → 以提高质量、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

●  强化质量意识，实现内涵发展。紧迫感、责任感
      举例：学位授权审核、“双一流”建设、学位证书发放、高考招生改革  ……

（一）教育发展方式转变



（二）经济社会发展挑战

★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创新驱动）

     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升、管理创新。  提供：人力、智力支持

 1. 社会职业、人力资源需求变化 → 就业市场变化

      调整：人才培养规格、专业结构和课程体系。提高：培养效果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契合度

 2. 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成本分担新机制）

      多种渠道筹资； 缴费上学，资助政策体系

 ★ 学生角色：受教育者 → 教育消费者（教育收益率，民主诉求、维权意识）

      重视：学生权益诉求，提高质量，改善学习生活条件。 梳理：学生管理规章制度（自洽性）

 3. 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系统工程）

      增强：适应、竞争能力。  加强：就业创业观教育、指导服务。 适应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三）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1. 学科发展综合化
      探索：资源整合，跨学科研究和跨专业/类人才培养

      调整：学术治理结构、学科专业结构。  提高：知识融合、学科交叉、课程整合能力

 2. 信息量飞速增长，知识更新和成果转化周期缩短
      树立：终身学习理念。    重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注重：自主学习能力培养

 3. 一些学科和技术领域孕育重大突破
     网络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航天工程、海洋工程

      凝练：学科和科研方向。  优化：知识结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

4. 知识获取渠道和方式发生改变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知识传递方式：单向 → 多向互动。颠覆传统学习过程

     教师角色转型：知识传授者 → 学习活动设计者和指导者。  师生关系 → 学习伙伴；学习共同体

     冲击：教育教学观念、教学组织形态、教学管理机制、教学与学习方式、教室布局



1. 人力资源跨国流动势头迅猛
  ● 留学生数量大幅增加 （2018 年）      
       出国留学人员：66.21万，↑ 8.83 %； 来华留学人员：49.22万，↑ 0.62 %  （204个国家和地区）

       2017/18学年：美国国际学生 109.48万；中国内地学生占 33.2 % （本科生占 40.9 %）；$.138亿

  ● 教师国际流动明显加速

2. 教学资源跨国流动和传播速度加快
  ●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增长迅速，国际化课程、教材和课件的跨国流动和共享

      2017年底：机构和项目2342个，在校生总数约56万人，毕业生累计超过160万人

3. 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在传播中融合
    ● 先进教育思想观念；教学、学生事务管理模式； 现代教学和学习方式

★ 学习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念、成功经验。积极推进：中国优质教育资源国际拓展

     拓展国际视野，增强国际竞争意识。  多元文化理解、沟通交流合作、

（四）国际化发展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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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模式及特点

● 院校认证模式（以美国为代表）

    由第三方中介机构实施，设计认证的基本标准，据此对高校的办学理念、

教学、科研、服务等方面做出引导性要求；判断被认证高校是否具备通过

认证的最基本条件

● 院校审核模式（以英国为代表）

    不直接鉴定高校水平，对高校保障学术水准和质量水平的机制的有效性、

真实性和可靠性，为达到既定目标而采取的思路举措和方法技术，以及维

持质量的规则程序和实际运行情况进行考察和评议



（一）主要模式及特点

● 政府评估模式（以法国为代表）

    由政府组织实施高校质量评估，在政府机构中设有专门评估组织，作为

独立行政主体，不受教育或其他行政主体的干预，评估活动经费由政府

提供

● 自我评估模式（以日本为代表）

    以高校自身为评估主体，通过各种评估手段和方法进行内部评估，发现

自身在教学、科研等方面的不足，明确改进方向，最终达到改善质量的

目的



（二）共性趋势及特征

   ● 实行分类评估，尊重高校的多样化选择和目标定位

   ● 赋予高校质量建设和保障的主要权责，重视发挥专家优势，吸收社会公众参与

   ● 通过外部质量评估活动，推动高校内部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的建设

   ● 增强绩效意识，重视教育教学资源使用效率的评价

   ● 以学生学习为中心，注重学生学习效果的跟踪与评价

   ● 评估目标多元；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开，并在政府拨款中被有限参考

   ● 结合国情校情，学习借鉴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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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探索



（二）理念更新

     ● 精英化 → 大众化 → 普及化 

        规模扩张 → 内涵建设；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面临新的挑战

     ● 教育管理 → 教育治理

        政府外部评估 → 多元参与，内外结合，放权分权，激发内生动力

        不同利益相关者对高校办学质量和绩效的问责

     ● 教为中心 → 学为中心

        以学生为本，重视学生学习结果和全面发展的评价

     ● 单一模式 → 分类实施

        分类指导，多样化发展；量化指标为主 → 定性定量评价相结合



      ● 核心要素：明晰的质量标准（国际、国内、地方、行业、学校）

                          科学的指标体系（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合理的评价方式（方法、技术、手段）

                          有效的反馈改进工作机制

                          有力的政策、制度、组织保证

      ● 基本要求：科学合理

                          实用有效

（三）构建内部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



敬 请 批 评 指 正！
谢 谢 大 家！

blzhong@b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