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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工大【审核评估】材料之一: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应知应会 

1. 学校概况 

创办于 1946 年 

前身是国立北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1985 年更为现名 

曾隶属于冶金工业部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1998 年划转北京市管理 

北京高校“十佳美丽校园” 

首都文明单位 

全国绿化模范单位和北京市平安校园示范校 

2. 校训 

敦品励学 才德并懋  

3. 校风 

严肃 严格 严谨 

4. 办学定位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秉承“质量立校，特色办学”的办学宗旨，坚持

以工为主、文理交融，理、工、文、经、管、法、艺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

业布局，构建本、硕、博多层次教育体系。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立足北

京，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努力建设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特色鲜明、优势突

出的高水平工业大学。 

“重要影响”指学校具有较高知名度，社会声誉好； 

“特色鲜明”指学校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的个性

化人才培养模式； 

“优势突出”指工科基础雄厚，文理学科交融，学科专业匹配度高，瞄准

科技前沿，服务于战略新兴产业和高精尖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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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指学校综合实力位居北京市属高校乃至全国同类院校前列。 

5. 培养目标 

培养德才兼备、专业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人文素养的

创新应用型高级人才。 

6. 发展愿景 

以立足京西、服务京津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为办学面向； 

以依托学科交叉，瞄准高新技术，服务于战略新兴产业和高精尖经济结构

为研究方向； 

以培养德才兼备、专业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人文素养

的创新应用型高级人才为培养目标; 

以“教、学、研、产”四位一体和宽领域、深层次的国际化为主要特色； 

以建设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高水平工业大学为奋斗目标； 

力争在建校 100 年时，建成人才质量优、科研实力强、服务水平高、国际

交往广，位居全国工业大学前列的高水平工业大学。 

7. 四大工程 

“创新人才培养” 

“科技高地构筑” 

“国际化办学领先” 

“党建先进校创建” 

8. 四大任务 

“由学校办大学向学院办大学转变” 

“建成博士点和博士授权单位” 

“多渠道拓展办学空间” 

“建成对学生最好的大学” 

9. 育人平台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个 

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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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基地 1 个 

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1 个 

北京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6 个 

北京地区高校示范性创业中心 1 个 

10. 在校学生 

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13120 人 

其中：本科生 10755 人 

研究生 2044 人 

留学生 279 人 

11. 本科生源 

全国 27 个省区招生，均进入本科第一批次 

年招收普通本科生 2500 人左右 

理工类考生约 85%，文史类约 15% 

2018 年 32 个专业招收本科生 2538 人（23 个省区理工类调档分数线超过当

地一本线 20 分，其中 13 个超过 50 分） 

12. 开放办学成效 

北京市首批“一带一路”国家卓越工程师国际人才培养基地 

国家政府奖学金外国留学生接收院校 

留学生来自五大洲 68 个国家，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0 个 

与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80 余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 

学生交流和联合培养项目 70 余个 

与 4 所国外高校开展“外培计划” 

与 10 所中央高校开展“双培计划”  

与 17 家科研院所、110 家企业开展“实培计划” 

13. 学科与专业建设 

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 1 个 

硕士一级学科 2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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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15 个 

北京市重点建设二级学科 7 个 

本科招生专业 36 个 

国家级特色专业 3 个 

北京市特色专业 5 个 

北京市一流专业 1 个 

教育部“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专业 2 个 

14. 师资队伍 

教职工 1142 人，其中专任教师 722 人 

正高级职称 111 人，副高级职称 278 人 

博士学位 475 人，硕士学位 201 人 

15. 高层次人才 

双聘院士 1 人 

千人计划专家 4 人 

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29 人 

省部级优秀人才 169 人 

北京市教学名师 12 人 

省部级以上学术创新团队、优秀教学团队 23 个 

16. 优秀教师 

近三年，有 15 人次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首都劳动奖章、北京市师德先

锋、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及北京市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 

17. 教师发展计划 

“毓杰人才支持计划” 

“毓优人才支持计划” 

“毓青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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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航支持计划” 

“教学名师讲学计划” 

 “教师发展与能力提升支持计划” 

“出国访学研究支持计划” 

“学术休假实施办法” 

18. 教育教学研究成果  

近两届，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 项，获北京市教学成果奖 25 项（其中特等

奖 1 项、一等奖 4 项）。 

近三年，3 项课题入选北京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4 项课题入选

国家和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 

近年来，获北京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 3 人、二等奖 3 人、

三等奖 1 人，获北京市多媒体课件比赛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9

项、优秀奖 11 项、优秀组织奖 3 项。 

19. 课程与教材建设成果 

国家级精品课程 2 门 

国家级精品教材 1 部 

国家规划教材 15 部 

北京市精品课程 10 门 

北京市级精品教材 25 部 

北京市级精品教材立项 20 部 

20. 科研成就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6 项 

鲁迅文学奖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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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级奖 80 余项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与工程研究中心 12 个 

协同创新中心和研究院 10 个 

科研经费连续多年超过 1.2 亿元并逐年增长 

2015-2018 年，学校教师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项 47 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120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204 项，三大检索论文 1163 篇，专利 490 项。 

21. 教授为本科生授课 

坚持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单独设立了教学型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系列。

2017-2018 学年，全校共开设本科生课程 2256 门次（不含实践课）；教授 112

人，99 人为本科生授课 244 门；副教授 241 人，223 人为本科生授课 811 门；

高级职称教师授课门次占比 46.7%。 

22. 人才培养方案优化 

2012 年，全面实施分层分流分类培养，在培养方案中加入了“分层分流成

组课程安排”和“素质拓展”学分要求。 

2015 年，实施按专业大类招生和培养，将“大类”基础课程纳入“大类”

专业培养方案。 

2017 年，推动创新创业教育进课堂，在专业培养方案中加入了“创新创业

教育”学分，使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 

23. “一个中心、三个层次、六个平台” 实践教学体

系 

“一个中心”指以培养创新型、综合型、应用型高级人才为中心； 

“三个层次”即把能力培养分为基本工程认知能力和基础实践能力培养、

专业技能和综合实践能力培养、工程应用能力和基础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等三个

层次； 

“六个平台”指基础实践平台、综合实践平台、创新实践平台、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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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平台、校企合作工程实践平台、职业资格认证实践平台。 

24. “四大讲堂” 

“院士讲堂” 

“人文素质名家讲堂” 

“毓秀讲堂” 

“校友论坛” 

25.  “五结合”思政工作体系  

结合政治学习，开展基础性引领 

结合新生引航工程，做好源头性引领 

结合重大活动，做好融合性引领 

结合青马工程，做好关键性引领 

结合新媒体，做好及时性引领 

26.  “3+3”资助工作体系 

“三结合” 工作理念：坚持“思想引领、学业发展、素质提升”与资助工

作相结合，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三分类”工作方法：依托大数据，“分类识别、分类施策、分类成

长”，实现学生精准资助、精准帮扶。 

27. 质量标准体系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等专业质量标准 

《课堂教学规范》等课程质量标准 

《本科生实验教学管理规定》等实践教学质量标准 

《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实施管理办法》等创新创业质量标准 

《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等学位授予质量标准 

《二级单位工作考核实施办法》等教学考核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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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四位一体”质量保障模式 

“四位一体”，即“目标决策+资源保障+组织运行+质量监控”。 

教学目标决策：学校负责审议和决策本科人才培养重要事项，全面指导本

科教学工作。 

教学资源保障：职能部门从师资队伍、教学经费、教学设施、信息化资源

等方面为本科教学提供保障。 

教学组织运行：“教务处统筹协调、各学院组织实施、各系执行落实”的

校、院、系三级教学组织运行工作机制。 

教学质量监控：校院两级质量监控体系，开展教学过程和人才培养质量的

督导、检查和评价工作。 

29. “五合一”督导工作模式 

“五”是指督导工作的“五个结合”，即例行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常

规督导与专项调研相结合、过程抽查与结果评价相结合、重点关注与选优评价

相结合、交叉评价与专家会诊相结合。 

“一”是指督导工作的“一个目标”，即帮助教师改进教学，助力教学质

量稳步提高。 

30. 立体式教学质量综合监控 

多维度的教学质量检查与监控：宏观监控与日常监督结合的校院两级教学

质量控制机制；坚持不懈的常规教学检查；有针对性的专项教学检查。 

多层次的教师教学状态监控和教学效果评价：坚持领导干部听课；坚持专

家听课；坚持全面开展学生评教。 

多方面的学生学业水平监控：实行学业警示与处理制度；实行毕业设计

（论文）查重制度。 

31. 质量监控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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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研座谈、教学例会等反馈教学质量问题，限时整改，形成质量监控

闭环管理。 

32. 特色项目：学生为本 因材施教 全面构筑个性化人

才培养模式 

确立了分类成才的培养目标 

第一类：以培养基础理论扎实、科学素养高的研究型人才为目标，满足学

生继续升学深造的意愿。 

第二类：以培养专业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为目标，

满足学生创新创业的需求。 

第三类：以培养技术熟练、技能突出的高级现场技术应用人员为目标，满

足学生增强就业能力的意愿。 

形成了分层分流的教学体系 

建立了分层教学的基础课课程体系 

建立了分流教学的专业课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 

实施了多种形式的培养方式 

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大类招生培养改革 

学分制管理 

开放的转专业制度 

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 

人才培养成绩显著。在学生学业成绩方面，本科生考研升学率、全国大学

英语四级考试首次通过率，均居市属院校前列；本科毕业率和学位率均稳定在

97%以上，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97%以上，高于北京高校平均水平。在重大

竞赛方面，学生重大竞赛获奖量多面广，2015-2017 年学生参加国家级、省部级

等校外各级各类学科竞赛 194 个，获省部级及以上奖项 2083 项，获奖学生达

360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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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青睐，薪酬水平高。据 iPIN 发布的 2017 年度《中国

大学毕业生薪酬排行榜》显示：学校毕业生毕业五年后的月均收入为 10020

元，在全国 2553 所大学中位居 63 位。2017 届本科毕业生年薪 7.75 万元。用人

单位对学校毕业生的工作表现满意度为 83%。 

优秀毕业生代表 

鲁勇，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党组成员，中国民间商

会副会长 

汪海洲，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卢东亮，中国铝业党委书记 

袁利群，美的高级副总裁 

刘东海，迪信通创始人 

王中军，南极泰山站设计师 

李德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蔡茂林，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蔡彪，天宫一号控制系统总设计师 

教学改革成果丰硕。学校围绕该模式开展的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在近两届北

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中，获得 25项奖励，其中一等奖 4项。继 2009年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多层次分流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获国

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之后，2013年《“分层教学、分流培养、分类成才”人才培

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并于 2014年获国家教

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毕业生考研率 25.64% 28.96% 32.03% 

大学英语四级首次通过率 84.69% 74.92% 7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