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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报告初步提纲



一、目前评估工作的启动与进展

（一）全员学习，理解内涵、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学院积极参加各级审核评估学习会议

学校审核评估动员会 省教育厅审核评估学习会议



一、目前评估工作的启动与进展

（一）全员学习，理解内涵、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及时召开了全院教学审核评估动员会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审核评估动员会



一、目前评估工作的启动与进展

全院师生认真学习领导讲话、审核评估文件和材料

（一）全员学习，理解内涵、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一、目前评估工作的启动与进展

成立审核评估领导机构并制定评估方案

审核评估领导小组制定评估方案

（一）全员学习，理解内涵、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一、目前评估工作的启动与进展

（二）根据专业自评结论全面整改，为审核评估奠定基础

3. 新建立了课程负责人

制度，由课程负责人全

面负责试卷的审核工作。

4.试卷审批表中增加了基

础知识占比、综合分析

题占比、AB卷重复率及

上年度试题重复率的内

容。

 

试 卷 审 批 登 记 表 
 

课程名称  课程编号  

考试学期  课程性质  

A、B卷页数 A卷  页；B卷  页 考试时间        分钟 

命题时间  考核方式  

综合分析题占比  基础占比  

AB卷重复率  上年度试题重复率  

适用专业 

班级人数 

 

 

出卷教师  

课程负责人意见  

系（教研室） 

主任审批 

意见 

 

       

                             年    月    日 

院教学管理负责人

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备 注  

    课程编号按教学计划填写；课程性质填写必修、限选、任选其中之一；考核方式填写开卷、

闭卷等，开卷考试需在备注栏中说明理由。 



一、目前评估工作的启动与进展

规范整理教学文档：进一步完善、规范了教学大纲、

教案、讲稿及教学进度表的内容，并准备将修订的教

学大纲收集后装订成册。

聘用校外实践指导教师：针对我院师生比较低的问题

及切实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对各实习单位技术

人员进行了调研，确定了拟聘请的实践指导教师，已

报人事处。

（三）针对审核要点，收集、整理、丰富支撑材料



（一）项目组织机构

 根据审核评估的审核项目、审核要素、

审核要点及评估重点，成立评建工作领导
小组、评建工作办公室、评建工作专家组
项目工作组及评建工作组。

 在学校规定的组织机构基础上，为了保

障材料的系统性、完整性及真实性，我院
增设了支撑材料强化组。

二、生命学院评估实施方案制定情况



二、生命学院评估实施方案制定情况

评建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
王春仁 宫占元

副组长：
余丽芸 熊宝金

王伟东

成员：佟春玉 周晶楠 王彦杰 王景伟
于永忠 李 婧 肖翠红 王丽艳 岳才军

孙跃春

工作职责：负责组织、领导、协调全院审核评估工作，
审议、决定审核评估工作的重大问题，审定学院教学
基本状态数据分析报告、自评报告、整改报告等。



工作职责：按学院评建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负责
审核评估具体组织、沟通、协调、实施、推进、检
查以及督办各种材料的撰写、整理、建档等工作。

二、生命学院评估实施方案制定情况

评建工作办公室

组长：余丽芸 副组长：佟春玉

成员：周晶楠 王彦杰 王景伟 于永忠
李 婧 肖翠红 王丽艳 岳才军

孙跃春 刘昕旸 郑小亮



评建工作
专家组

组长
王春仁

副组长
余丽芸

成员
殷奎德葛文忠崔战利
陈志宝金成浩王景伟
岳才军佟春玉王
彦杰于永忠李婧

工作职责：对学院审核评估工作进行指导、检查、评估
并提出整改建设意见。

二、生命学院评估实施方案制定情况



1 “定位与目标”项目工作组

二、生命学院评估实施方案制定情况

“师资队伍”项目工作组

1 “教学资源”项目工作组

1 “培养过程”项目工作组

1 “学生发展”项目工作组

1 “质量保障”项目工作组

1 “特色项目”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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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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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建
工
作
组

1.迎评建设组

2.宣传组

3.评估报告撰写组

4.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组

5.材料组

6.接待保障组

二、生命学院评估实施方案制定情况



试卷整改组

制度保障组

课程文档组

二、生命学院评估实施方案制定情况

论文审核组

优秀毕业生

信息反馈组

支撑材料
强化组



二、生命学院评估实施方案制定情况

（二）评估方案

第一阶段：宣传学习阶段（2017 年4 月-5 月中旬）

第二阶段：评估准备阶段（2017年5月下旬-8月）

第三阶段：校内预评阶段(2017年9月-10月)

第四阶段：专家进校阶段（2017年11月5-9日）

第五阶段：整改提高阶段（2017年12月-2018年12月）



宣传学习阶段
（1）全院动员、统一认识、任务分解

（2）全员学习《审核评估学习手册》

（3）组织不同层次的评估培训

二、生命学院评估实施方案制定情况

（二）评估方案

评估准备阶段

（1）全面收集评估资料

（2）汇编学院管理文件

（3）填报教学基本状态数据

（4） 完成自评报告

校内预评阶段
（1）校内外专家组预评

（2）根据预评意见建议进行整改

（3）制定正式专家进校考察接待方案



二、生命学院评估实施方案制定情况

（二）评估方案

专家进校阶段

（1）落实专家进校各项评估考察活动

（2）做好专家进校的后勤保障工作

（3）做好专家在校期间评估宣传、学院

办公室和实验室的环境、安全。

整改提高阶段

（1）组织召开不同层次的专题会议，讨论

专家组的反馈意见

（2）制定学院整改实施方案，落实整改任

务。

（3）召开评估工作总结大会，全面深入进

行整改。

我院审核评估已全面启动，开启了边学习、边梳理、边讨论、边撰

写的方式，全面推进审核评估工作。



三、自评报告初步提纲

第一部分：定位与目标

第二部分：师资队伍

弟三部分：教学资源

第四部分：培养过程

第七部分：特色项目

第五部分：学生发展

第六部分：质量保证



1.定位与目标

1.1 办学定位与发展规划

 发展目标：到 2020  年，学院将初步建成具有北方寒区特色、区域知名

的“教学研究型学院”。

 办学层次：以培养本科层次人才为主，积极开展研究生教育。

 学科建设：积极申报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在“寒区农业废弃

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和“生物制药”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科学研究：以寒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和北方寒区规模化养殖产

业重大疾病问题为重点，围绕社会经济发展，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

服务社会能力。

 服务面向：扎根垦区、立足龙江、服务全国，加速提升办学实力和整体

水平。



1.定位与目标

1.2 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以复合应用型人才为主，积极培养研究型人才。

 办学定位的确立依据：生物技术、制药工程和生物工程专业以培养应用。

复合型人才为主，生物科学专业积极培养研究型人才。

1.3 教学中心地位

 学院党政领导高度重视教学工作，制定相关政策并严格执行。

 学院规划中确立“本科专业质量提升工程”。

 学院强化了本科教学质量监控，搭建教师交流平台。



2. 师资队伍

2.2 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学院计划到2020年全院专任教师总人数达到80人。

 学院“十三五”制定了青年骨干教师国内外进修访学、实践锻炼计划。

 学院具有人才稳定发展的良好环境，教师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

2.1 

数
量
与
结
构

讲师　24
35.00%

教授　14
21.00%

副教授　30
44.00%

硕士　8
12.00%

在读博士　10
15.00%

博士　50
73.00%

35岁以上　7
10.00%

46岁以上　14
21.00%

36-45岁　47
69.00%

国外获得最高学
位　8　12.00% 国外访学经历

11　16.00%

其他　49
 72.00%

职称结构
学历结构

年龄结构 国际化率



2. 师资队伍

 教师专业水平高，总体教学能力强

①学院教师博士化率高、国际化率高，科研能力强。
②教师注重“研究性教学”方法改革，教学质量明显提升。

 师德建设措施得力，职业道德水平高

学院组织形式多样的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学习，效果良好。

2.3 教育教学水平

 学院副高以上职称教师均为本科生授课。

 近五年学院教师获得各级教学改革项目40余项。

 近五年学院教师获得省教学名师、省道德模范人物、省青年教师讲课大

赛和省青年教师课件大赛等奖励12项。

2.4 教师教学投入



2. 师资队伍

 学院坚持人才引进和培养并重，着重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锻炼青年骨干

教师，提升教学能力和专业水平。

 加大拔尖人才引育力度，发挥示范效应。

 为青年人才搭建快速成长平台。

2.5 教师发展与服务



3. 教学资源

3.1 教学经费

 教学设施满足教学需要情况。
①学院本科生实验室总面积3000m2，生均面积2.73 m2。
②学院实验仪器设备总价值3000万元，生均仪器费2.73万元。
③学院拥有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和4个厅局级重点实验室。

 教学、科研设施的开放程度及利用情况

①学院建立4个面向大学生创新创业开放实验室。
②已建立了完善的学院实验室开放制度。
③实验课程设立了开放试验项目，提升了学生践能力用。

3.2 教学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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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资源

 专业结构布局不断优化，生物技术专业根据社会需求设置了食用菌方向。

 组织专业负责人赴外校考察，适时修订培养方案。

3.3 专业设置与培养方案

 各专业规划8-10门主干课程；逐年进行网络精品课建设。

 专业课程全部选用国家级优秀规划教材。

 学院教师近五年主编和参编国家级规划教材20部。

3.4 课程资源

3.5 社会资源

 合作办学、合作育人措施与效果显著，与30余家大型企业建立合作共建关系。

 与国内外多所知名高校、科研院所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



4. 培养过程

 教学大纲完备，执行规范，教学资料齐全。

 借助学院教师学历高、基础科研实力强的优势，积极将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

 学院积极推进研究性教学，利用翻转课堂把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进行考试改革，加强过程考核，废除一考定终身。

4.1 课堂教学

 建立符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践教学体系。

 全面向本科生开放实验室，增强学生动手能力。

 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开设比例，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在校内建设了食用菌教学实习基地，在校外与多家大中型企业建立了生产实

习基地，实习质量得到保障。

 学生利用寒暑假到企业进行社会实践。

4.2 实践教学



4. 培养过程

 学院通过“研创会”建设，培养学生专业和科研兴趣。

 学生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学院鼓励学生赴国外（美日韩）学习交流。

4.3 第二课堂

 探讨开设“3+1”实践人才培养班和创新人才培养班，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实验室全面开放，实现网上预约，学生自主开展实验项目。

4.4 教学改革



5. 学生发展

5.1 招生及生源情况
年份 专业 招生数 省内录取平均分 高于录取线分数 第一志愿录取率

2013

生物技术 62 467.48 30.48 30.43 %

生物科学 56 465.85 28.85 40.00 %

生物工程 45 468.33 31.33 28.57 %

制药工程 105 465.96 28.96 50.00 %

2014

生物技术 62 473.00 59.00 27.78 %

生物科学 59 471.75 57.75 12.50 %

生物工程 60 472.19 58.19 30.00 %

制药工程 100 471.61 57.61 56.00 %

2015

生物技术 89 422.56 51.56 11.90 %

生物科学 54 426.46 55.46 22.58 %

生物工程 56 422.85 51.85 15.63 %

制药工程 90 422.41 51.41 56.99 %

2016

生物技术 96 421.69 52.69 19.51 %

生物科学 57 426.15 57.15 40.00 %

生物工程 57 423.22 54.22 23.33 %

制药工程 85 437.76 68.76 67.03 %



5. 学生发展

 通过学生会、学生社团对学生德育的指导和服务。

 通过汇报、汇演和评比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5.2 学生指导与服务

 学院实施了一系列教学改革措施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通过优良学风班、奖学金等的评选引导和督促学生学习。

 辅导员深入课堂与学生一起听课，深入学生宿舍，使日常管理落到实处。

 期末考试前，教学副院长为低年级学生做考前动员，使学生在考场上遵守纪律。

 学院建立了完善的学生管理体制，包括学生成绩预警制度。

5.3 学风与学习效果



5. 学生发展

 生命学院2016年获全校就业第二名，就业质量不断提升，体系不断完善。

 院企合作水平不断提升，近30家大型企业成为学生就业实习基地。

 用人单位对学院毕业生给予优良评价。

 注重培养毕业生自主创业能力。

5.4 就业与发展



6. 质量保证

 除严格执行学校质量保障体系外，建立了学院督导全程听课制度，两年完成一

轮全院教师听课。

 严格执行学校质量监控体系外，建立了学院学生评教机制，组织学生座谈反

馈教师教学质量，评教结果作为年终津贴分配重要指标。

 本科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针对我院教师国家自然青年基金多，研究生少的

现状，积极引导有科研兴趣的学生早进实验室，培养专业和科研兴趣，提高

动手能力，为继续深造创造条件。成效：考研率提高，优秀学生留到本校。

 大学生志愿活动。一是开展西部支教活动（甘肃）。二是开展多彩课堂（计

算机、音体美、剪纸绘画、足蓝排）。三是开展志愿服务（大庆社区、林甸

花园镇学校）。成效：提高了学生公益心及社会融入度，得到了社会认可。

7. 特色项目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Heilongjiang Bay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