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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教育局开展教学工作大调查工作  

11 月 4 日，市教育局暨教育局督导组在宁波

教育学院环城校区召开了市、校两级教学工作大调

查全体人员培训会议。 

会议由宁波市教育局高教处严新乔同志主持。

会议首先由宁波市教育局局长胡赤弟同志作了重

要讲话。市教育局督导组组长、宁波大学本科教学

督导委员会主任曹屯裕教授对本次教学工作大调

查工作进行了动员和部署。来自宁波市 15 所高校

的调查组成员参加了培训会议。 

胡局长首先传达了新任教育部长陈宝生的“四

个回归”的讲话精神。接着，胡局长讲到这次市教

育局开展教学工作大调查的工作意义及重要性。他

说，这次教学工作大调查是对我市高等教育工作的

一次大动员，为的是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加快人

才培养，服务地方经济；是一次大调研，包括对教

学理念、教学过程、教学条件、教学结果、包括课

堂教学方式、包括学校领导、教师及学生等等的调

查研究；是一次大普查，这次调查覆盖面广，涉及

内容多、人员多、方式也较多。涉及全市 15 所高

校，参与到市、校两级的调查组成员就有 72 人（市

督导组 9 人，各校督导参与 63 人）。这项调查工作

对于推动我市高教系统聚焦重点、精准发力，进一

步找准、补齐教学工作的“短板”，提高高校教学

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希望

大家发扬“不怕揭短”，敢于直面问题的精神，为

市教育局提交一份比较公正、比较客观、也比较切

中要害的我市教学工作调查报告，以利于更加有效

地推动我市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随后，市教育局督导组组长、宁波大学本科教

学督导委员会主任曹屯裕教授做了教学工作大调

查的工作动员。曹屯裕教授在讲话中着重谈了四个

问题：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这次大调查主要

是为了查找短板，要直面问题，要秉公办事；二是

找准标杆，查补短板。以教育部 2013 年 12 月出台

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方案》为

依据，以审核评估的“四个度”为标尺（一是办学

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与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的适应度，二是教师和教学资源的保障度，三

是教学和质量保障体系运行的有效度，四是学生和

社会用人单位的满意度），以审核评估的“6+1 范

围”为内容（“6+1”是指，定位与目标、师资队

伍、教学资源、培养过程、学生发展、质量保障以

及自选特色项目）。三是查补短板，找到特色。针

对四套问卷（校、院两级领导层问卷、管理干部问

卷、教师问卷、学生问卷）和两套数据表格（本科

高校及高职院校各一套）认真进行调查。四是时间

安排，覆盖范围。11 月份是全面调查阶段，步骤

是，先作问卷，再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再进行访谈，

再适当安排听课观摩等。覆盖面：学校领导 80%，

管理层（教务管理人员 80%，其他部门递减），教

师 60%，学生 20%（以 2014 级为主，每个专业涵

盖一个班），月底根据 11 月的小结，找到短板，进

入 12 月的重点调查阶段。 

                     （质评办/督导办） 

宁波市教学工作调查组成员分工 
曹屯裕（组长）、岳爱臣：宁波大学、宁波工程

学院、公安海警学院、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屠恒正、郑堤：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浙江万
里学院、宁波大红鹰学院； 

颜道胜、张学库：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纺织
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宁波城市职
业技术学院； 

白晓明、徐挺：宁波教育学院、宁波广播电视大
学、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我院调查组成员分工 
邹檬（组长）：分管外国语学院、

国际交流学院、体育部、社科部、机关； 

周天明：分管理学院、建筑与交通
工程学院； 

鲍明东：分管材料与化学工程学
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姚焕新：分管杭州湾汽车学院； 

王雪：分管经济与管理学院、人文
与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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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 2013 届毕业生中期第三方调查概述  
麦可思对我院 2013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进行跟

踪调查，质评办摘取部分重要指标发布，供各教学

单位和职能部门参考，具体数据如下： 

一、职业发展 

1.毕业生中期月收入持续增长，职业发展态

势好 

我院 2011 届~2013 届毕业生毕业中期的月收

入分别为 5954 元、6153 元、6310 元，呈上升趋

势，与毕业短期（分别为 3256 元、3328 元、3818

元）趋势基本相同；同时，我院 2011 届~2013 届

毕业中期与毕业短期相比，涨幅分别为 83%、85%、

65%。可见，从自身趋势反映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

较强，薪资水平持续增长，职业发展呈良好态势。 

2.近半数毕业生职位得到晋升 

我院 2013 届毕业三年内工作过的毕业生中，

有 48%的人获得过职位晋升，低于全国本科 2012

届（53%）；获得职位晋升的平均次数为 0.8 次，与

全国本科 2012 届（0.8 次）持平。毕业生获得职位

晋升主要体现在薪资、工作职责的增加；另外获得

过晋升的毕业生中有六成以上在最近一次晋升中

实现了从经验操作到过程管理或从技术技能新手

到熟手。这说明我院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的竞争力

较强，具有较为充足的职业发展后劲。 

3.八成以上毕业生仍在本省就业 

我院 2013 届毕业生三年后在本省就业的比例

为 83.3%，略低于我院 2012 届三年后（86.3%），

但仍保持在八成以上。另外，半数以上的毕业生就

业集中在宁波、杭州两市，可见本市及省会城市对

毕业生的吸纳能力均较强。 

从毕业生就业的领域来看，毕业生服务于本省

的行业类主要为建筑业（13.4%）、金融（银行/保

险/证券）业（10.8%）等，为本省的经济发展提供

了较为充分的人才与智力支持。 

二、创新创业 

创业比例高于全国本科平均水平，七成以上

创业项目有盈利 

我院 2013 届毕业三年后自主创业的比例为

5.0%，高于全国本科 2012 届三年后平均水平

（3.7%）。其中，在自主创业毕业生中，七成以上

（71.4%）创业项目有盈利。 

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毕业生接受过“面向创

业的就业指导活动”的比例最高，为 48%。值得注

意的是，毕业生认为创新创业教育最需要改进的地

方是“创新创业实践类活动不足”。可见我院对在

校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三、职场发展反馈 

1.持续学习与压力承受能力对职业发展的重

要程度较高 

我院 2013 届毕业生认为工作中最重要的职业

发展能力是“持续学习能力”（77%），持续学习能

力对毕业生的中长期职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另外

在职业素养方面，“压力承受能力”（69%）、“环境

适应能力”（67%）、“协作解决问题能力”（65%）

是毕业生在工作中较为重要的职业素养。而在校经

历对毕业生的能力和素养提升有较大影响，其中对

综合思考、团队合作、解决问题、包容性等能力和

素养的影响较为明显。 

2.专业培养对工作与专业相关人群帮助更大 

我院 2013 届大部分（85%）毕业生认为专业

培养对毕业后职业发展有所帮助，其中毕业生认为

“非常有帮助”和“有帮助”的比例分别为 8%、

27%。从不同人群来看，专业培养对工作与专业相

关人群的职业发展帮助更大，其中“非常有帮助”

和“有帮助”的比例（分别为 10%、35%）均高于工

作与专业无关人群（分别为 2%、16%）。可见，在

校期间的专业培养在工作与专业相关毕业生的职

业发展中持续发力并表现得更为突出。 

3.在校期间教师指导效果较好，实践教学仍

需加强 

我院 2013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教学评价中，近

九成（88%）对教师指导的效果表示满意，但在跨

学科学习经历方面，毕业生表示满意的比例（72%）

相对较低。另外，在毕业生期待教学改进的内容方

面，加强实习实践环节是毕业生期待改进程度较高

的内容。可见，实习实践对于毕业生中长期的职业

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学校需重点关注实习实践环节

在专业教学过程中的实际效果，了解学生以及产业

发展对实习实践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改进和完善。 

四、社会声誉 

1.毕业生对母校认同感有所提升 

我院 2013 届毕业三年后有近六成（59%）的

毕业生愿意推荐自己的母校给亲戚朋友就读，较我

院 2011 届（47%）、我院 2012 届（56%）均有所提

高。另外，近六成（57%）毕业生认为母校社会声

誉有所提升。可见，随着毕业时间的延长，毕业生

对母校的认可程度持续提升。 

2.八成以上毕业生对母校有所关注（转第 3 版） 



 

 

 
 

 

 

 

 

 

 

注：数据统计截止到 2016 年 9 月 30 日 

 

 

 

 

 

 

 

 

 

 

 

 

 

 

 

理  工  类  专  业 文  管  类  专  业 

专业名称 

专业 

学生

数 

专业 

教师

数 

生师 

比 
专业名称 

专业 

学生

数 

专业 

教师

数 

生师

比 

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 833 48 17.35 德语 118 7 16.8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24 26 20.15 日语 209 9 23.2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96 14 21.14 汉语言文学 294 11 26.73 

土木工程（道桥与河渡工程） 614 28 21.93 物流管理（物流工程） 545 20 27.25 

信息与计算科学 266 12 22.17 市场营销 274 10 27.40 

应用统计学 274 12 22.83 国际经济与贸易 509 18 28.28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378 15 25.20 英语（商务英语） 913 30 30.43 

电子科学与技术 269 10 26.90 国际商务 274 9 30.44 

工程管理 323 12 26.92 会计学 647 15 43.13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273 10 27.30 广告学 321 7 45.86 

建筑学 329 12 27.42 说明： 

1．上述专业为 2015 年有毕业生的专业； 

2．带括号专业为二个专业学生和专业教师合计统计
数； 

3．各专业学生和专业教师数，按 2016 年上报教育部
本科数据采集的相关数据统计； 

4．理工类与文科经济管理类专业生师比学校要求分
别为 28 与 30 以下； 

5．理工类与文科经济管理类专业生师比如果分别达
到为 35 与 45 以上则需警示。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660 24 27.50 

网络工程 331 12 27.58 

电子信息工程 557 20 27.85 

交通运输（交通工程） 301 9 33.44 

工业设计 274 8 34.25 

油气储运工程 242 7 34.57 

汽车服务工程 533 15 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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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各专业学生教师师生比统计一览表  

 

 

（接第 2 版）我院 2013 届八成以上（86%）毕业

生在毕业三年内对母校有所关注，近七成（69%）

与母校有过联系，其中关注母校的主要途径是“母

校 APP、微信或微博等平台”（32%）。除此之外，

我院 2013 届毕业生毕业三年内近八成（79%）对母

校有过回馈，回馈的主要途径是“向他人推荐母校”

（35%）。 

在校友服务方面，毕业生主要希望母校提供

图书馆系统、校友聚会活动和校友查询网等服务。

学校应重视校友资源的开发和运用，同时加强校

友服务，与毕业生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进一步

推进学校发展。 
 

（质评办） 

我我院院教教学学工工作作调调查查问问卷卷数数据据统统计计分分析析 ((11 ))   

 

 

自 11 月中旬以来，我院配

合宁波市教育局的工作安排，启

动了我院教学工作调查活动，截

止 11 月 24 日，四套问卷全部回

收并初步统计完毕。总体来看，

这几份问卷得到了全院各方面

的重视并有积极的回应。其中，

校院两级领导卷回收 30 份，回

收率 85.7%，管理干部卷回收 61

份，回收率 87.1%，教师卷回收

301 份，回收率 81.8%，教师回

收卷覆盖教师面约 39%，学生卷

回收 1215 份，回收率 97.6%，学

生回收卷覆盖学生面约 9.3%。 

一、关于我院办学定位、

人才培养目标及其与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适应度 
1．问及对学院的办学定位、

办学理念、发展目标是否认可 

两级领导问卷中，回答“完

全认可”的占 75.9%，“基本认可”

的占 24.1%，没有“不大认可”或

“很不认可”的；管理干部问卷

中，回答“完全认可”的占 55.1%，

“基本认可”的占 42.9%，“不大

认可”的占 2%，没有“很不认

可”的；教师问卷中，回答“完

全认可”的占 55.1%，“基本认

可”的占 42.9%，“不大认可”

的占 2%，没有“很不认可”的；

学生问卷中，回答“完全认可”

的占 22.6%，“基本认可”的占

69.4%，“不大认可”的占 5.7%，

“很不认可”的占 2.3%。从这个

问题的回答来看，由领导干部到

管理干部，再到教师，直至学生，

“认可度”呈下降趋势。 

2．问及根据办学定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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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两级领导问卷中，回答“应

该培养研究型人才”的占 3.4%，

“主要培养研究型人才，同时培

养一部分应用型人才”的为 0%，

“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适当培

养一部分研究型人才”的占

58.6%，“完全培养应用型人才”

的占 37.9%；管理干部问卷中，

上述四个回答的比例分别是 0%，

3.9%，76.5%和 19.6%；教师问卷

中，上述四个回答的比例分别是

6.0%，9.4%，71.8%和 12.8%；学

生问卷中，上述四个回答的比例

分别是 9.2%，30.2%，58.5%和

2.2%。可见对学校培养什么样的

人才，“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适

当培养一部分研究型人才”基本

形成共识。 

3．问及学院的人才培养目

标与学院办学定位是否契合 

两级领导问卷中，回答“完

全契合”的占 46.4%，“基本契

合”的占 53.6%，没有回答“不

大契合”和“很不契合”的；管

理干部问卷中，上述四个回答的

比例分别是 45.1%，52.9%，2.0%

和 0%；教师问卷中，上述四个回

答的比例分别是 18.9%，63.5%，

14.6%和 3.0%；学生问卷中，上

述 四 个 回 答 的 比 例 分 别 是

15.4%，65.9%，16.7%和 2.0%。

看来对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与学

校的办学定位的契合度的认识，

大多都认为是“基本契合”，而少

部分师生中有人认为是“很不契

合”。 

4．问及学院人才培养的中

心地位是否能够得到保证 

两级领导问卷中，回答“有

很好保证”的占 27.6%，“有较

好保证”的占 51.7%，“一般”

的占 20.7%，“很难得到保证”

的占 0%；管理干部问卷中，上述

四个回答分别占比 6.3%，66.7%，

25.0%和 2.0%；教师问卷中，上

述四个回答分别占比 15.2%，

46.7%，30.8%和 7.3%；学生问卷

中，上述四个回答分别占比

15.5%，46.0%，35.2%和 3.3%。

对这个问题，大家总体认识基本

上是“有较好保证”，领导与管理

干部对能“得到保证”的回答更

为自信，教师和学生回答的相当

近似，均有 30%以上的人认为“一

般”。 

二、关于教师队伍建设 
1．问及学院（分院）教师队

伍的主要问题 

两级领导问卷中，选“师资

总量相对不足”的占 10.3%，选“青

年教师教学水平和实践能力有待

提高”的占 51.7%，选“教风问题

比较突出”的占 13.8%，选“存在

着结构性的问题”的占 24.1%；教

师问卷中的选项与领导问卷一

致，选第一项的占 23.8%，选第二

项的占 38.9%，选第三项的占

11.6%，选第四项的占 25.7%。总

体看来，选“青年教师教学水平

和实践能力有待提高”的占比最

高，选“存在着结构性的问题”

的占比次之，而“教风问题”不

是比较突出的问题。 

管理干部问卷中的选项有所

不同，选“教师科研压力很大，

负担太重”的占 12.2%，选“教师

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偏低”的

占 16.3%，选“教师对教学精力投

入不足”的占 46.9%，选“‘双师

双能型’教师占比不高”的占

24.5%；学生问卷中无此题。 

2．问及学院（分院）的教学

基层组织是否都已建立并发挥了

很好的作用 

两级领导问卷中，选“都已

建立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的占

24.1%，选“基本上建立，也开展

了活动”的占 48.3%，选“虽已建

立，但作用不明显”的占 27.6%，

选“尚未普遍建立，即使建立了

也很少开展活动”的为 0；管理干

部问卷中的选项与领导问卷一

致，选第一项的占 10.6%，选第二

项的占 31.9%，选第三项的占

55.3%，选第四项的占 2.1%；教师

问卷中的选项也与领导问卷一

致，选第一项的占 24.4%，选第二

项的占 52.2%，选第三项的占

19.7%，选第四项的占 3.7%；学生

问卷中无此题。从三套问卷统计

结果可以看出，在评价我院（分

院）的教学基层组织建设及作用

发挥上，选“基本上建立，也开

展了活动”与“虽已建立，但作

用不明显”两项之和分别为

75.9%、87.2%和 71.9，均占了绝

大多数，这应该反映出“教学基

层组织建设及作用发挥”是我院

（分院）教师队伍建设的短板之

一。 

3．管理干部被问及学院（分

院）教师队伍建设上存在的最主

要问题 

此题仅管理干部问卷中有，

选“学校整体生师比偏高”的占

6.1%，选“学科带头人和高层次

教师引进和培养力度不足”的占

32.7%，选“教学基层组织和教

学团队建设不够重视”的占

42.9%，选“教师岗位聘任、奖

惩等制度不够合理、完善”的占

18.4%。这里再一次看到，我院

（分院）教学基层组织建设的现

状，与期望尚有较大的距离。 

4．问及学院（分院）是否

建立了对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

评价机制及分类管理考核办法，

效果如何 

两级领导问卷中，选“已

经建立并初见成效”的占46.4%，

选“刚建立不久，效果还不明显”

的占 35.7%，选“尚在建立之中”

的占 17.9%，选“尚未建立”的

为 0；管理干部问卷中的选项与

领导问卷一致，选第一项的占

42.6%，选第二项的占 42.6%，

选第三项的占 12.8%，选第四项

的占 2.1%；教师问卷中的选项

也与领导问卷一致，选第一项的

占 45.8%，选第二项的占 38.3%，

选第三项的占 12.5%，选第四项

的占 3.4%；学生问卷中无此题。

回答此题的三套问卷的大部分

受访者，选择了“已经建立并初

见成效”和“刚建立不久，效果

还不明显”，应该说，制度的框

架已初步建立，制度的落实与效

果的达成，尚需努力。 

（未完待续，督导办·教学工作调查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