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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生发展 

5.1 理想信念 

重点阐述：①学校在加强学生理想信念和提高品德修养

方面的举措及成效；广大学生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和行为

习惯情况。②学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

生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教育引导学生为国家发展，为

追求真理而勤奋学习、奋发图强情况；学校加强学风建设的

举措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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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学校制订的加强学风建设的制度文件；所开展

的教育引导学生爱国、励志、求真、力行等活动的有关材料

等，具体材料视专家需要时提供。 

5.2 学业成绩及综合素质 

重点阐述：①学校如何重视学生的理论知识学习和综合

能力培养，以及学生的学业成绩及综合素质表现情况。对于

应用型人才培养，要阐述学生综合应用知识能力、实践动手

能力和独立解决生产、管理和服务中实际问题的能力情况。

②学校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体育、美

育、劳动教育有关政策文件精神，推进体育、美育、劳动教

育教学改革的措施及成效。③学校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所开

展的社团活动、校园环境和校园文化建设、社会实践、志愿



服务活动等情况以及取得的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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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学校加强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方面的有关文件；

学生发表的论文、获批的专利情况统计表；学生参加社团活

动、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资料，具体材料

视专家需要时提供。 

K5.3 国际视野（学校自选项） 

重点阐述：①学校主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积极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与国（境）外

高水平大学开展联合办学、联合培养等具体做法、采取的举

措与取得的成效；学校吸引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的举措及来

华留学生教育质量情况。②学校将国际先进教育理念贯彻落

实到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情况；吸收利用国（境）外优质教育

资源（教材、网络课程、专业设计软件等）以及输出共享情

况。③学校鼓励学生赴国（境）外高校交流、访学，实习、

竞赛、参加国际会议、开展合作研究的激励政策及提供的国

（境）外跨校和跨文化学习交流的机会，以及实施的实际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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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学校国际化发展战略规划或相关文件；学校激

励教师、本科生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方面的政策与措施等材料，



具体材料视专家需要时提供。 

5.4 支持服务 

重点阐述：①学校贯彻落实《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

和改进高校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学生工作的通知》（教党

函〔2019〕34号）要求，推动领导干部和教师参与学生工作

的举措及效果，包括参与面、参与程度和参与效果。②学校

的学生指导服务体系及场地设施建设情况，包括配备专门教

师和校医，提供必要的场地、设备和条件等；学业指导、职

业生涯规划指导、就业指导和大学生心理健康咨询的开展情

况；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情况等。③学校推进学分制

改革和弹性学习的具体措施和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开展辅修

专业、双学士学位专业学习情况及其学生受益面等。④可选

择阐述学校探索学生成长增值评价，不仅关注学生学习过程

的最后产出，更看重学习过程所带来的增长情况；学校注重

学生学习体验，培养学生自我发展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的具

体措施与实施成效。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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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学校制订的学生发展支持服务方面的制度文件；

学分制改革和弹性学习、辅修专业、双学士学位专业学习的

制度文件；开展学生成长增值评价、学习体验等的相关材料，

具体材料视专家需要时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