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才培养工作评估基本知识

（学生版）

一、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基本知识

1.评估的目的和意义？

开展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旨在促进高等职业院校加强内涵建

设，深化校企合作、产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促进学校办学者加大投入，

落实办学责任，优化办学环境，改善办学条件；推动教育行政部门完善对高等职

业院校的宏观管理，逐步形成以学校为核心、教育行政部门为引导、社会参与的

教学质量保证体系，以促进高等职业教育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本次评估的全称是什么？

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

3.评估的工作方针是什么？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

4.评估的重点是什么？

评估的重点是考察学校是否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考察学校的教学

质量和教学基本建设情况，特别是实习实训环节的建设情况。

5.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指导思想是什么？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发展道路，培养面向生产、建设、

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教高〔2006〕16 号）

6.如何理解高职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是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

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应用型高素质人才。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说高职教育是以社

会需求为导向的就业教育，即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是市场上需要的、抢手的、



有一技之长的高素质劳动者或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而不是那些基础知识扎实，

毕业后仍需进行较长时间的培训和再教育之后才能胜任工作的人才。高职教育应

培养“实用型”人才，非“学术型”人才，要求学生要掌握“必须、够用”的基

础知识，必须具备较强的应用能力，而不是知识面广博，实践能力相对较弱。另

外，高职教育还要培育学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实干、创新、创业的精神。这

些是高等职业教育自身的特色，也是与普通“学术型”教育最重要的区别所在。

7.评估与学生有何关系？

评估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是让被评学校通过评估受益，特别是让教育的主

体---学生真正受益。评估是造福于我们学生的一项工程。

8.学生在评估中应注意什么？

全校学生要了解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的目的意义以及与自身的

密切关系，以饱满的热情积极配合学校做好评估工作。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讲究文明礼貌，自觉参与和评估有关的各项活动，努力展示学校学子的优良风采，

随时准备参加评估专家组召开的学生座谈会，并认真发言。

9.学生应如何以实际行动参与评估？

（1）要加强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的学习，端正学习目的、学习态度、学习

纪律（上课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等方面的作风，形成良好的学风；

（2）要结合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的特点，努力学习职业技能及相关知识，并

取得相应的职业（技能）证书，发扬创业精神；

（3）要特别重视考风考纪的教育，杜绝考试作弊行为；

（4）要遵守学校规章制度，以开展创建文明校园、文明教室、文明宿舍为

载体，争做文明人、办文明事、讲文明话；

（5）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评估，展示我们积极上进的精神风貌和良好的校

风和学风。



10.人才培养工作评估对学生有何影响？

对于这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全院学生应认识到这不仅只是事关学院生存和

发展的大事，而且也要认识到这和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评估的出发点和最终落

脚点是让学院通过评估受益，特别是让教育的主体---学生真正受益。这次评估

如果能够取得“通过”，那么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通过一定的方式向全省或全国公

布后，就会扩大学院的社会知名度，就会增强学院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就会

进一步提高学院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这对于学院的专业建设和发展、招生和

就业工作、改革和发展、学生自身的发展和利益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同学

们要有“只有学校发展了，才会有学生的发展”这样一种意识，本着“校兴我荣，

校衰我耻”的精神，为这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1.评估工作中学生需增强哪几种意识？

（1）主体意识：评估的主体是学院；

（2）机遇意识：评估是学院的一次绝好发展机遇；

（3）责任意识：“校兴我荣，校衰我耻”的集体责任意识；

（4）全局意识：人人了解评估，人人参与评估；

（5）大局意识：集体和个人支持评估、服从评估；

（6）发展意识：评估推动变革，改革推动发展；

（7）危机意识：评估结果事关学院生存和发展，事关师生切身利益。

12.评估工作中专家个别访谈内容的侧重点：

（1）了解学生知识、能力、素质与我院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否一致；

（2）课程体系和结构的设置情况，是否符合高职教育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

的目标；

（3）课程体系是否体现以职业素质为核心的全面素质教育培养，是否贯穿

整个教学过程始终，分解落实到各个教学环节；



（4）学院是否引入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证书，实施“双证书”教育；

（5）学院科目课程、教材选用是否合理，选用优秀高职高专教材及优秀课

件情况如何；

（6）教学过程中，教师教学（包括理论和实践教学）是否改革教学方法和

教学手段，推广多媒体教学；

（7）学院职业素质教育开展情况如何，学生心理咨询工作开展情况等；

（8）学院对学校教学、餐饮及居住生活环境是否满意；

（9）学生管理队伍情况；

（10）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科技文化活动情况；

（11）学生计算机、英语水平考试及应用能力怎样；

（12）学生的就业情况及个人求职意向；

（13）在学院学习期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4）学院教室、实验室、图书馆、运动场馆及体育设施开放与使用情况；

（15）学生的学习负担情况，课余活动时间主要开展哪些活动；

（16）学生的尊师爱友、文明礼貌等情况；

（17）学生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自学的情况；

（18）学生对学院的教育教学工作有什么建议。

二、学生应知的基本知识

1.时代要求当代大学生应具有哪些思想政治素质？

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时代要求当代大学生：

（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初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

（2）具有初步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树立社会主义信念、牢固树立热爱祖



国、振兴中华民族的使命感；

（3）培养探索精神、创新思维、崇尚真知、追求真理的恒心和毅力，培养

诚信守法、团结合作的精神和能力。

2.高校学生应遵守哪些行为规范？

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和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尊敬师长，

刻苦学习，增强体质，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学习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良好的思

想品德，掌握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

3.谈谈你对德育学习方面的认识？

作为一名大学生，要注重加强自身的德育学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拥护党的

基本路线；要遵纪守法，具有爱岗敬业、踏实肯干、谦虚好学和与人合作的精神；

在今后的工作中安心在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工作。

4.大学生的文明举止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1）衣冠整洁、得体、言行文明；

（2）食堂用餐、图书馆借阅秩序井然；

（3）课堂纪律良好，教室内及课桌椅上无乱涂乱画；

（4）校园内无学生吸烟、乱扔垃圾、乱吐痰现象；

（5）宿舍内无大声喧哗、吵闹；无粗话、脏话。

5.什么是素质教育？它包含哪些方面？

素质教育是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为目的，以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

劳动技术、身体、心理、艺术审美等素质为宗旨的基础教育。

素质教育应包含德、智、体、美等方面，即：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

务素质、身体心理素质。作为一名学生要注意全面发展，全面提高自己的思想素



质、文化和专业素质、身体素质和审美观念，积极参加课内外科技、文化、教育

和社会实践活动，保持自己身体和心理健康。

6.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内涵是什么？

人文素质的内容是广泛的、多方面的，科学素质也在其中。人文素质教育以

人文科学为主要内容，包括文学、艺术、心理学、宗教、历史等。

7.国家对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实践技能有何规定？

根据教育部〔2006〕16 号文精神，三年制高职院校在校生，必须安排有不

少于半年的企业顶岗实习，三年总教学学时中，实践教学学时所占比例不少于

50％。同时还规定，高职院校要积极推进“双证书工程”将职业资格鉴定与专业

课程教学有机融合起来，以提高高职大学生的岗位就业能力。

8.你对自己在专业知识培养方面有何认识？

作为一名学生，要努力把自己培养成在本专业方面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

才。即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应在学好必备的理论基础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

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使自己成为本专业市

场上需要的、抢手的、有一技之长的高素质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

9.应如何将自己培养成为高技能或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

应重视并积极参加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学习。学习中注意安全、做好预习；实

践中要着重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并做好实验或实习记录，认真完成实验和实习报

告；要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本专业职业技能证书的学习和考试，积极并努力获得

相应的职业技能证书。

10.什么是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是学校师生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所创造的，具有校园特色的文化活

动和文化环境以及反映师生共同信念和追求的校园精神的总和。校园文化具有自

身的结合要素——校园师生，客观要素——校园的文化环境，行为要素——校园



的文化活动，主导要素——校园精神。

11.大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是什么？

基本技能是基本实践能力、自学能力、应变能力、交流能力、创新意识等。

12.当代大学生应具备的“五项基本素质”是指哪五项？

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13.高职大学生应具备哪些职业能力？

高职生职业能力由基本能力、专业能力和关键能力构成。基本能力是指从事

社会职业活动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的、通用的能力。包括语言表达能力、文字表达

能力、自理和自律能力、责任感、诚信度、计算机操作能力、基本的判断能力和

辨别能力。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和对外交流的日益加强，外语能力将成为高职

学生必备的基本能力。专业能力是指适应职业岗位的能力，这是作为一名岗位技

术人员所必备的能力，主要包括专业岗位知识、工艺流程掌握程度、工艺熟练程

度、实践操作能力、检查维修技能、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及新设备的应用能

力和推广能力等。关键能力也称核心能力，是指一种可迁移的、从事任何职业都

必不可少的跨职业的关键性能力，这是学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技术进步、岗位

变换以及创业发展等必须具备的能力。结合我国的实际，借鉴国外主要发达国家

关于关键能力的认识，可以将关键能力归纳为以下方面：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发展创新能力等。

14.评估与学生有何关系？

评估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是让被评学院通过评估受益，特别是让教育的主

体——学生真正受益。通过评估，促进学院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教学管理；

促进学院不断加强内涵建设，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课程建设，提高教学质量，

提高学院知名度和美誉度，扩大社会影响；促进学校招生和学生就业的良性循环。

所以，评估是造福于我们学生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程。



15.学生在评估中应注意什么？

全院学生要了解教学工作评估的目的意义以及与自身的密切关系，以饱满的

热情积极配合学院做好评估工作。要遵守学院的规章制度，讲究文明礼貌，自觉

参与和评估有关的各项活动，努力展示学院学子的优良风采。要始终保持高度的

学习积极性，认真听讲，加强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锻炼；要积极参与体

育活动，提高身体素质；要不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文明待人，礼貌待人，讲文

明用语，树文明新风，展现学子良好的精神风貌，营造浓厚的迎评氛围。同时，

要了解学院评估的基本情况，随时准备参加评估专家指定的深度访谈与专家组指

定召开的学生座谈会并认真发言。要用客观的、发展的、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对待

学院改革和发展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回答专家的问题，积极展示学院的办学优势

与亮点、特色。

16.学生应如何以实际行动参与评估？

（1）要加强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的学习，端正学习目的、学习态度、学习

纪律(上课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等方面的作风，形成良好的学风；

（2）要结合高职人才培养的特点，努力学习职业技能及相关知识，并取得

相应的职业证书，发扬创业精神；

（3）要特别重视考风考纪的教育，杜绝考试作弊行为；

（4）要遵守学院规章制度，以开展创建文明校园、文明教室、文明宿舍为

载体，争做文明人、办文明事、讲文明话；

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评估，展示我们积极上进的精神风貌和良好的校风和学

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