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指标解读（三）

3.教学条件与利用

二级指标：3.1 教学基本设施；3.2 经费投入

教学条件与利用主要考察办学的基本条件，但要充分理

解对办学条件提出要求的目的是充分利用已有条件提高培

养质量，也就是说要考察学校的投入产出比，考察教学条件

建设以及现有条件的利用程度。

一方面要充分理解提出办学条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要

处理好资源占有与利用的关系。

3.1 教学基本设施

主要观测点：实验室、实习场所与利用；图书资料和校

园网建设与利用；校舍、运动场所及设施建设与利用

评估中心解读：按教育部教发[2004]2 号文件规定标准

考察。在考察实验室、实习场所建设与利用时，要在数量达

标的基础上，要看设备利用率和跟随行业技术发展的设备更

新率；对于图书资判，既要考察数量，也要考察过期书籍淘

汰情况和学生利用情况。

3.1.1 实验室、实习场所建设与利用

基本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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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实习场所

的配置能满足教学基本要求，利用率较高。

专家解读：教学科研仪器值是指单价在 800 元以上的仪

器设备值。计算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所用的学生数为折



合学生数。统计实验室使用率和生均使用面积，按照教学大

纲要求，实验开出率达 90%以上。

李志宏解读：★如何提高实验室的利用率，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学习和研究的空间是需关注的问题。(注：李志宏，

教育部评估专家、原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副主任)

3.1.2 图书资料和校园网建设和利用

基本要求：生均藏书量和生均年进书量达到国家办学条

件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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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解读：生均图书和生均年进书量所用学生数是折合

学生数。图书馆管理手段先进，使用效果好是指利用计算机

网络及其他现代化手段采集、交流信息、管理能作到使用方

便、效率高、利用率高。

校园网建设主要考察建设水平、运行情况、在本科教学

中的作用。在校园网建设中，要加快建设数字图书馆、多媒

体网络教学环境。

李志宏解读：★图书资料的利用率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学

风状况。★网络教学资源的利用反映了教学观念和水平。

3.1.1 校舍、运动场所、活动场所及设施建设与利用

基本要求：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达到国家办学条件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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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解读：校舍状况标准中提出的要求是参照教育部教

发[2004]2 号文件。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中，教学行政用

房是指教学用房、教学辅助用房及行政办公用房，这里用的

学生数是全日制的在校生数。建筑面积指已经使用的，有产

权的建筑物的面积。在建的建筑物可以统计，但仅供参考，

不作为打分的依据。

“各类功能教室齐备，很好的满足教学需要”是指普通

教室、实验室、语音室、计算机教室、多功能教室、多媒体

教室、微格教室、绘画绘图教室等能满足不同形式的教室需

要，能给教学内容的方法的改革提供良好的条件。

学校的实践教学除在学校的实验室、实习场所进行外，

还应根据学校性质和人才培养要求，规划、选择、建设校外

实习基地，形成完善的实习基地群。实习基地应具备：稳定

的场所；有明确的实践教学目的和内容；有稳定的教室和辅

助人员队伍；有实习项目；场地、设施能满足教学需要。

运动场学生活动中心及体育设施统计，使用率高，能基

本满足人才培养需要。

根据教育部教高司函[2005]7 号文件要求，对于生均图

书、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一方面要坚持标准，被评学校

要按标准进行建设，另一方面在被评学校充分挖掘、利用现

有资源，电子图书利用情况较好或基本满足教学需要的条件

下，专家组可以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

3.2 经费投入

主要观测点：教学经费投入



合格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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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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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中解读：经费投入主要考察对教学工作的经费投入，

教育经费投入是影响教学质量的保障性因素。新建本科院校

在发展过程中均或多或少地面临着教学设施陈旧、政府投入

少、经费和事业发展矛盾突出、新校区建设负债等问题，这

种现象严重制约了学校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考察教学经费

投入，不仅从宏观上了解教学经费是否较好地满足了人才培

养需要，在数量上还要考察教学日常运行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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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之和的比例是否低于 13%。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出是

否达到 1200 元人民币且随着教育事业经费增长而逐步增长。

其中学费收入是指学校实收本、专科生的学费总数。

专家解读：教学日常运行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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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为：教学日

常运行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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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要调整经费投入结构，切实把教学工作作为经费投

入重点，加大对教学经费投入力度，并保证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逐年有所增长。特别要大幅度增加实践教学专项经费，尽

快转变实践教学经费严重不足的状况。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增

长的情况，是考察学校近三年用于每个学生的教学运行基本

经费在数量上的变化趋势。分别统计近三年内，教学日常运

行支出的分项值和总值。计算生均值所用学生数为普通全日

制本专科生的自然人数。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出≧1200 元

人民币。

特别要注意统计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和学生数所用的时

间应统一，规定是用每年 12 月 31 日的数据。

李志宏解读：★比例标准：比例标准：{[302 类] -专

项}/{ [205 类] -专项+学费}>=13%。★定量>=1200 元/人均

（这是目前的标准）。★随教育事业费的增长而逐渐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