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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 5711 字，阅读大约需 10 分钟）

南宁学院 2016-2017 学年本科教学工作
常态监测与质量诊断报告

本诊断是在对学校 2016-2017 学年本科教学工作进行常态监测与数据

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学校既定教育教学目标和

相关评估标准作出的质量诊断，旨在为学校有针对性地进行质量控制或整

改建设提供决策依据。诊断内容有以下几部分：

一、人才培养方案编制及执行质量诊断

二、课程教学运行质量诊断

三、学风及人才培养效果分析

四、教学管理情况分析（听课制度执行情况及教学事故分析）

一、人才培养方案编制及执行质量诊断

（一）人才培养方案编制质量诊断

目标定位准确是指：定位的准确主要体现在是体现人才培养类型定位为

“应用型人才”；内容表述分为 A、B、C、D 四项，A项指反映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B 项指体现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

本技能的“三基要求；C 项指学生未来的“就业去向”；D 项指本专业培养

的“人才类型”。

表 1：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准确及目标表述完整的专业发生率

学 科 专业个数
定位不准确专业 内容表述不完整专业

发生个数 发生率（%） 发生个数 发生率（%）

工 学 12 0 0 4 33.3

管理学 5 0 0 2 40

艺术学 2 0 0 0 0

经济学 1 0 0 0 0

合 计 20 0 0 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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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各学院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准确及目标表述完整的专业发生率

学院 专业个数
定位不准确专业 内容表述不完整专业

发生个数 发生率（%） 发生个数 发生率（%）

机质学院 2 0 0 1 50

信工学院 4 0 0 1 25

高博学院 3 0 0 0 0

交通学院 2 0 0 1 50

土建学院 2 0 0 1 50

管理学院 3 0 0 1 33.3

会审学院 2 0 0 1 50

文艺学院 2 0 0 0 0

合 计 20 0 0 6 30

【诊断分析】

1.全校的 2016 级所有专业培养目标均符合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专门

人才”的目标定位。

2.全校有 30%的专业培养目标内容表述不完整，或缺少“教育方针”（3

个，约占 15%），或缺少“三基要求”（2 个，约占 10%），或缺少“服务面

向”（2 约占 10%），或缺少“人才类型”（1约占 5%）。全校有两个专业培

养目标内容同时缺了两项。

表 3：课内教学计划总学时数分布(四年制的专业)

学科
专业

个数

总 学 时 数 分 布

平均值 高最值 最低值 两极差 两极差百分比

工 学 11 2355 2424 2198 226 10%

管理学 5 2166 2282 2128 154 7%

艺术学 2 2210 2270 2150 120 6%

经济学 1 2154

全校 19 2280

【诊断分析】

1.四年制的各本科专业课内教学计划总学时数（平均值为 2280 学时，

最高值达 2424 学时），能体现“减少课内教学总学时数，让学生有更多自

主学习时间” 精神。与同类高校专业总学时相比，适中、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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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学不同专业的课内总学时数差异达 226 学时，全校达 274 学时(17

个学分)，总学时高过 2424 是否有必要,值得深究。

（二）教学计划执行质量诊断

1. 教学秩序诊断标准

表 4：教学秩序诊断标准

变更率（%） 计划执行 教学秩序评定

10%以下 非常严格 非常稳定

10%—15% 严格 稳定

15%—20% 不严格 不稳定

20%以上 极不严格 极不稳定

2.各专业教学计划执行变更率

以 2013 级各专业的实际课表与 2013 年 10 月定稿的 2013 级人才培养

方案版本相比较。

表 5： 2013 级各专业课程教学计划执行变更率分析及诊断结论

序

号
年级专业

计划

门数

变更

门数

课程变更形式(单位：门)
变

更

率

诊断结论

学期

变更

学时

变更

取消

课程

增设

课程 计划执行
教学秩序

评定

1
2013 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
22 6 2 0 2 1 27% 极不严格 极不稳定

2

2013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4G 移动通

信方向）

27 4 0 0 1 1 15% 严格 稳定

3

2013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移动应用

开发方向）

18 9 2 4 3 2 50% 极不严格 极不稳定

4 2013 交通运输 19 10 1 2 2 7 53% 极不严格 极不稳定

5 2013 工商管理 27 22 9 9 5 5 81% 极不严格 极不稳定

6 2013 会计学 23 11 7 0 3 1 48% 极不严格 极不稳定

7 全校 136 62 21 15 16 17 46% 极不严格 极不稳定

8 全校比例 46% 15%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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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本表统计的课程不含: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专业选修课、毕业设

计（文）、毕业实习等。2.有的课程同时存在“学期变更”与“学时变更情形”。）

【诊断分析】

从总体上看，学校执行教学计划极不严格，教学秩序极不稳定。变更

的原因有：课程设置不当、教学运行问题、授课教师缺乏、教学条件受限、

其他特殊原因等，其成因值得深究。

课程变更率最高的是 2013 工商管理 81%（变更学时、变更学期、取消课

程、增设课程均较多）,其次是 2013 交通运输 53%（以增设课程为主，增设

了 7 门，201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4G移动通信方向）最稳定。

（三）教学大纲编制质量诊断

课程教学大纲，是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以纲要的形式编制

的有关教学内容及教学过程的指导性文件；是编制和选用教材、制定教学

进度计划、组织和规范教学活动、进行考试和教学评价的依据。测评方法：

用课程教学大纲对照《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评估诊断。

表 6：教学大纲编制质量诊断

共抽查了 58 门课程

观测点
各等级门数(门)

满意度 位次
优 良 中 差

文本结构 20 33 5 0 85.17% 3

编制依据 5 44 9 0 78.62% 5

教学目标 23 30 3 2 85.52% 2

教学要求 7 46 2 3 79.66% 4

教学内容 33 18 3 4 87.59% 1

课程考核 15 26 11 6 77.24% 6

全校 平均 82.30%

（该版本大纲的编写依据为 2015级人才培养方案，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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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各专业教学大纲质量分析

专业名称
抽查课程

门数

各等级课程门数(门)
综合得分

优 良 及格 差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6 2 4 86.3

工商管理 10 6 4 89.6

会计学 9 2 7 86.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G 移动通信方向）
5 1 4 87.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移动应用开发方向）
5 3 2 65.2

建筑学 5 1 4 83.4

交通运输 8 1 4 3 76.4

土木工程 5 5 86

公共课 5 2 3 88.6

总计 58 15 35 6 2 83.8

百分比（%） 25.9 60.3 10.3 3.4

(说明：此处的各专业大纲编制总体质量用平均分来代替，即综合得分按平均分来

计)

【诊断结论】

抽样测评结果：共抽检 58门，良好及以上 50门，合格及以下 8门。

该项测评满意度达 83.8%，说明我校教学大纲编制整体质量为“良好”。

其主要问题有 4 点：

1．教学大纲内容编写欠完善。相关概念理解有误，有些课程教学大纲，

对“教学目标”与“教学要求”的涵义区分不清；个别课程甚至将“教学

目标”当作了课程的“内容简介”或“学习意义”进行表述。

2．个别课程大纲的教学目标表述过于抽象或笼统，缺少实践教学要求，

或缺少单元教学目标，以致对教学运行质量难以精准考量。

3. 有少数教学大纲里的实验,实验类型只有演示或以演示实验为主,

与实际不符,或不符合培养学生能力要求。

4. 课程考试形式单一。课程考核多数采取单一的闭卷笔试形式，考试

成绩构成比例千篇一律（即课程总成绩=平时成绩×30%+期末成绩×70%），

不符合不同性质课程教学目标测试要求。

5. 多数大纲只提供参考教材，没有提供学习参考书目。建议在教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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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中尽可能提供学习参考书目，在开课初由任课教师向学生公布，并把大

纲公布在网上，方便学生查阅。

二、课程教学运行质量诊断

（一）教师课堂教学质量

表 8：2016-2017 学年春季学期课堂教学质量分析（校级督导评教）

序号 课程归属
被评

课次
优 良 及格 不及格

整体

满意度

课堂教学质

量整体评价

1 机质学院 52 9 32 11 79% 中等

2 信工学院 37 11 22 3 1 83% 良好

3 高博学院 1 1 80% 良好

4 交通学院 35 2 24 8 1 75% 中等

5 土建学院 34 10 20 4 84% 良好

6 管理学院 65 17 35 13 81% 良好

7 会审学院 74 16 46 12 81% 良好

8 文艺学院 19 2 14 3 79% 中等

9
公共教学部、思

政部
200 42 144 13 1 83% 良好

10 创新创业学院 3 2 1 73% 中等

全校 520 109 340 68 3 81% 良好

（ 说 明 ： 上 述 数 据 不 含 百 人 计 划 推 荐 人 才 的 评 课 ， 满 意 度 计 算 公 式 ：

NA……为各等级的评教课次，满

意度值（%）在：90-100 为优， 80-89 良，70-79 中等，69-60 为合格，60 以下为差）

【诊断结论】

统计结果：督导有效评课共 520 课次，其中，优秀 109 门，良好 340

门，合格 68 门，不合格 3 门。

该项测评满意度达 81%，说明我校教师上课水平整体质量刚达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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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课堂评教情况分析

表 9：2016-2017 学年春季学期学生评教分数统计

序号 开课学院（部） 有授课任务教师数 教师综合平均分

1 机质学院 44 92.4

2 信工学院 32 91.9

3 高博学院 14 92.8

4 中兴学院 7 93.4

5 交通学院 37 93.5

6 土建学院 42 94.6

7 管理学院 53 92

8 会审学院 50 91.6

9 文艺学院 51 90.7

10 公共教学部、思政部 84 92.7

全校 414 92.6

（说明：对 414 名教师的 383 门课程进行评价（不含毕业设计、专本衔接、综合实

训等课程），共收集到 756 份评教记录，应评人次 90968 次。授课教师数已含跨部门授

课教师。）

【诊断结论】

我校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满意度较高。

（三）毕业设计（论文）成绩分布

表 10：2013 级毕业设计（论文）成绩分布分析

专业
优 良好 中等 及格 差

总计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7 8.0% 108 50.9% 70 33.0% 15 7.1% 2 0.9% 212

工商管理 7 4.6% 123 80.9% 22 14.5% 0.0% 152

会计学 16 4.7% 172 50.6% 135 39.7% 17 5.0% 34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G 移动通信方向）
3 4.5% 20 29.9% 37 55.2% 7 10.4% 6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移动应用开发方

向）

15 18.5% 46 56.8% 17 21.0% 3 3.7% 81

交通运输 4 9.3% 13 30.2% 18 41.9% 8 18.6% 43

总计 62 6.9% 482 53.9% 299 33.4% 50 5.6% 2 0.2%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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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以上数据不包括因各种原因造成未参加毕业论文的学生名单,2.分数段在

90-100 为优、80-89 为良、70-79 为中等、60-69 为合格、60 以下为差。）

【数据分析】

全校的毕业设计（论文）整体成绩分布合理，有的专业（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4G 移动通信方向））对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评定较严格，采取

了外送盲审，优秀率偏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移动应用开发方向）优秀

率达 18.5%，比例过高了。

三、学风及人才培养效果

（一）图书馆学习风气

表 11：2016-2017 学年师生纸质图书借书册数统计表

部门

教师借阅册书 学生借阅册数

职工

数

上

学

期

下

学

期

合

计

人均

借书

在校生

人数

上学

期

下学

期
合计

生均

借书

交通学院 36 29 0 29 0.8 1003 709 385 1094 1.1

文艺学院 49 65 43 108 2.2 1355 1211 1033 2244 1.7

管理学院 45 68 109 177 3.9 2273 4325 3999 8324 3.7

信工学院 43 72 33 105 2.4 1883 1623 1734 3357 1.8

会审学院 46 44 60 104 2.3 3319 2508 2641 5149 1.6

土建学院 51 70 69 139 2.7 1985 1231 1317 2548 1.3

机质学院 83 118 126 244 2.9 1571 975 921 1896 1.2

高博学院 21 19 29 48 2.3 790 856 940 1796 2.3

继教学院 7 0 1 1 0.1

行政部门

及公教部
236 279 297 576 2.4

合计 617 764 1531 2.5 14179 13438 12970 26408 1.9

【数据分析】

全校生均借书册数为 1.9 册，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按合格评估要求，

学校生均年进书量不得低 4 册，但目前生均借书不足 2 册，意味着买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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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半以上没有看。如何促进学生阅读习惯养成，值得每一位老师深思。

特别作为任课教师，在教授一门课程时，应明确告诉学生需要阅读哪些参

考书。

（二）各学院学生课堂出勤情况统计表

表 12：2016-2017 学年缺勤率统计表

学院

上学期各月份缺勤率 下学期各月份缺勤率 两学

期平

均值

之差

10

月

11

月

12

月
平均值 3月 4月 5月 6月

平均

值

管理学院 1.3% 0.8% 1.6% 1.2% 0.9% 1.6% 1.6% 1.3% 1.3% 0.2%

信工学院 0.5% 4.2% 0.8% 1.8% 0.3% 2.6% 1.4% 4.0% 2.1% 0.3%

交通学院 1.7% 0.7% 3.0% 1.8% 2.5% 2.0% 7.8% 0.7% 3.2% 1.4%

土建学院 0.6% 1.0% 2.5% 1.3% 0.0% 0.3% 3.0% 8.6% 3.0% 1.6%

文艺学院 1.9% 0.6% 5.4% 2.6% 0.3% 2.3% 1.4% 0.0% 1.0% -1.6%

机质学院 3.7% 0.8% 0.8% 1.8% 1.6% 2.8% 0.8% 2.8% 2.0% 0.2%

会审学院 1.8% 1.9% 1.3% 1.6% 1.6% 0.0% 0.9% 2.4% 1.2% -0.4%

高博学院 0.7% 2.1% 0.6% 1.1% 2.0% 1.8% 4.3% 0.7% 2.2% 1.1%

全校平均

缺勤率
1.5% 1.5% 2.0% 1.7% 1.1% 1.7% 2.7% 2.6% 2.0% 0.3%

（本表原始数据由学工处提供）

【数据分析】

从上述数据上来看，连续两学期低于学校平均值的有：管理学院、会

审学院；连续两学期的缺勤率高于学校平均值的学院有：信工学院、交通

学院；以两学期平均值对比，缺勤率下降的学院有：文艺学院、会审学院。

（三）处分、开除学生人数统计分析

表 13：2016-2017 学年处分统计表

学院 处分等级 主要原因 人次

管理学院

警告、严重警告 热水器磁铁破坏、违规电器 32

记过 考试作弊 9

留校察看 考试作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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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院
警告、严重警告 违规电器、夜不归、热水器磁铁破坏 61

记过 擅自离校、夜不归宿 1

会审学院

警告、严重警告 违规电器、夜不归、旷课 43

记过 旷课、作弊 6

留校察看 考试作弊 18

土建学院

警告、严重警告 违规电器、夜不归、 34

记过 不规范用电 4

留校察看 考试作弊 1

高博学院

警告、严重警告 热水器磁铁破坏、违规电器等 24

记过 考试作弊 1

留校察看 考试作弊 1

机质学院

警告、严重警告 违规电器、夜不归、旷课 15

记过 旷课、斗殴 6

留校察看 旷课、考试作弊 10

信工学院

警告、严重警告 违规电器、夜不归宿、旷课 19

记过 考试作弊 4

留校察看 考试作弊 6

交通学院

警告、严重警告 热水器磁铁破坏、违规电器等 26

记过 考试作弊 1

留校察看 考试作弊 6

人数总计 330

（本表由学工处提供）

表 14：全校处分情况统计

学院 记过 警告、严重警告 留校察看

管理学院 9 32 2

文艺学院 1 61 0

会审学院 6 43 18

土建学院 4 34 1

高博学院 1 24 1

学院 记过 警告、严重警告 留校察看

机质学院 6 15 10

信工学院 4 19 6

交通学院 1 26 6

全校 32 25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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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全校各级处分学生人次统计

处分等级 人次 比例

警告、严重警告 254 77%

记过 32 10%

留校察看 44 13%

合计 330 100%

被处分学生人次占

学校人数比例
（330÷14179）×100%=2.33%

【数据分析】

受处分的原因主要有：旷课、夜不归、斗殴、破坏热水器磁铁、违规

用电器、考试作弊，其中受“记过”与“警告、严重警告”的主要原因是

考试作弊。

（四）2017 届学生毕业率及学位授予率情况

表 16：2017 届学生毕业率及学位授予率情况分析

专业名称
应届毕业

生数

应届生未按

时毕业数

毕业率

（%）

学位授

予数

学位授予率

（%）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2 8 96% 204 96%

工商管理 153 1 99% 152 99%

会计学 345 14 96% 331 9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3 13 92% 139 91%

交通运输 43 100% 43 100%

全校 906 36 97% 869 96%

（本表格由教务处提供；应届生未按时毕业人数包括了因个人原因当学期未及时注

册的学生）

（五）毕业生满意度调查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调查（缺）

目前尚未开展首届本科毕业生对学校教育工作满意度调查以及用人单

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调查。建议由学校就业部门尽快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应

届毕业生对学校人才培养工作满意度调查、就业情况、用人单位满意度等

基本调查。这类调查报告是专业认证及 2019 年合格评估必查的重要支撑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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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之一。

四、教学管理方面

（一）听课制度执行情况

全校 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全校各类人员共听课 2804 课次，其中校

领导、机关中层领导、二级学院领导、辅导员听课统计如下表（各类人员

应听人数不包括因进修或请假离岗的人数）。

表 17：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听课统计情况表

单位：学时

人员类别 应听人数 实听人数 共听课次 人均听课

校领导 5 5 56 11.2

应听课的行政职能单位

及图书馆中层干部
15 14 115 7.7

二级学院院领导 32 31 425 13.3

辅导员 43 43 348 8.1

(说明：行政职能单位不含总务处、财务处。)

【数据分析】

以上述数据来看,我校听课制度执行得较好,总体上全校各类人员能按

学校听课要求完成听课任务。

（二）教学事故统计

表 18：南宁学院 2016-2017 学年教学事故统计表

部门 三级 二级 一级 合计

机质学院

信工学院

高博学院

交通学院 1 1

土建学院 1 1 2

管理学院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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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学院 1 1

文艺学院 2 2

公教部、思政部 1 1

合计 4 4 0 8

【数据分析】

教学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有：监考迟到或中途离岗，提前下课，擅自

调停课，其中考务类事故共 5 起，成为了教学事故发生的重灾区。另有 5

名教师因监考期间玩手机, 在被部门内通报批评，被取消其本年度（2017

年）参加学校任何评优、评先进资格。

（本报告由质量评估办、教务处、以及二级学院自愿参加的教学管理

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完成，具体人员有：胡晓敏、左婧、黎丹、吴杏、张

艳雯、杨小凤、蒋丽君、沈建增、张传贵、黄运平、陈亚南、李宗妮等，

完成于 2017 年 9月 8 日。本报告引用、借鉴了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高教管理与评估博士生导师凌云在教学监测质量诊断方面一些学术观点及

方式方法。在此一并致谢！）

策划编辑：胡晓敏 校对、文字排版：李宗妮 2017 年 9 月 10 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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