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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养过程 

2.2 专业建设 

重点阐述：①学校专业设置、专业建设与国家和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契合情况。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专业设

置与专业建设要与国家需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产业发展

对应用型人才需求相契合。②学校深化本科专业供给侧改革，

建立自主性、灵活性与规范性、稳定性相统一的专业设置管

理体系、专业设置标准和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情况。对于应用

型人才培养要阐述如何围绕产业链和创新链设置专业、建设

专业、调整专业。③学校主辅修、微专业和双学士学位培养

制度建设、学生数量等情况；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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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学校专业建设规划；学校制订出台的专业建设

方面的制度文件；学校专业设置、布局情况统计分析；学校

近三年辅修、微专业和双学士学位学生人数，具体材料视专

家需要时提供。 

2.3 实践教学 

重点阐述：①学校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思路与主要内容，

推进实践教学改革措施及实施效果。②学校与科研院所或企



业、行业单位合作共赢、开放共享的实践育人机制建设，支

撑本科人才培养的效果情况。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要阐述与

企业、行业单位共建实习实训基地情况。③学校对毕业论文

（设计）选题、开题、答辩等环节的全过程管理要求，对形

式、内容、难度的严格监控情况及实际完成质量情况。对于

应用型人才培养，要阐述毕业论文（设计）选题来自行业企

业一线需要情况，以及聘请行业企业专家参与毕业论文（设

计）指导，实行校企“双导师”制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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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学校制订的实践教学方面的制度文件；学校设

计性、综合性实验开设与实验室开放情况统计；近两年毕业

论文（设计）选题一览表，包括选题来源情况统计分析等，

具体材料视专家需要时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