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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阐述及支撑材料目录 

（第五期） 
2.培养过程 

2.6 创新创业教育 

重点阐述：①学校构建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体系情况，以

及是否有效运行；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建设情况，包括科研基

地向大学生开放情况、大学生创新创业与社会需求对接平台

等。②学校将创新创业教育融于人才培养方案，面向全体学

生所开展的因材施教、强化创新实践情况、推动举措与实施

成效。③学校创新创业的氛围情况；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教育

的积极性以及取得的成果。④学校可通过必选定量指标达标

情况、自选定量指标及常模数据比较情况，阐述学校的优势

与成绩、做法与经验。 

支撑材料目录：列出能够证明上述自评结果的相关材料

目录索引，如学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制订出台的制度文件；

学校高水平教师指导本科生开展创新创业训练的有关材料；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本科生参加国内外大赛的获奖项目、

本科生发表的论文及获批国家发明专利等统计表；本科生创

业典型材料等，具体材料视专家需要时提供。 

3.教学资源与利用 

X3.1 设施条件（首次参加审核评估高校必选项） 

重点阐述：①学校近三年日常教学经费投入与使用情况，



是否得到优先保障；图书资料、校园网等满足教学需要情况。

②学校的各类教学设施（校舍、运动场所、体育设施、艺术

场馆、实验室、实习基地及课堂教学设施、辅助教学设施、

图书馆、大学生活动中心、创新创业基地等公共教学设施）

优化配置、满足教学需求及有效利用情况。 

支撑材料目录：列出能够证明上述自评结果的相关材料

目录索引，如学校教学条件、设施等资源配置与利用方面的

材料，具体材料视专家需要时提供。 

3.2 资源建设 

重点阐述：①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要阐述结合行业企

业实际，健全资源共享机制，建设课程资源库、真实项目案

例库，推动将行业企业优质资源转化为教育教学内容情况。

②学校教材建设情况。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要阐述如何组

织教师面向行业企业实际，结合产业发展需要编写教材，增

强教材的针对性和实效性。③学校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开

放式学习和泛在学习，借助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和智能

技术建设适应“互联网+”课程教学需要的智慧教室、智能

实验室建设情况及其使用效果。④学校采取有效措施，积极

开拓和有效利用各类教学资源情况。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

要阐述将产业技术发展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将产学研合作

项目转化为实验项目或毕业论文（设计）选题的情况。 

支撑材料目录：列出能够证明上述自评结果的相关材料

目录索引，如学校教学资源建设与利用方面制订的制度文件、

科研反哺教学方面的激励政策；学校“互联网+”教学资源



建设、高水平教材建设、智慧教室建设、智能实验室建设及

学科资源、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的总结材料，具体材料视专家

需要时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