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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教学质量简报》 
2021 年第 5 期（总第 22 期） 

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编印 

2021 年 5 月 18 日 

【编者按】一年一度的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填报和《本科教学质

量年报》的撰写呈送工作已经正式启动。虽然看起来这只是一项常规性工作，但

高质量地完成这项工作着实意义重大，因而要求严格。一是此项工作的严肃性。

在全国范围内采集高等教育质量数据是国家行为，国家将依此制定高等教学发展

的宏观政策同时做出相应的微观政策调整。因此，各高校一定要秉持高度的负责

任的精神，严肃认真对待每一个数据，按规定的形制和格式填报数据，送呈年报；

二是此项工作的规范性。要按照数据本身的内涵界定完成所有数据的采集、汇总、

上报。校内各单位行政首长作为本单位此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数据填报人员作

为此项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对每份工作表格，表格所填报的每一个数据负责。上

报到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的所有报表都必须有各单位行政首长和数据填报

人员的亲笔签名，并加盖公章；三是此项工作的时限性。按照相关规定，数据填

报的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30 日午夜 24 时，届时工作网站将处于关网状态。

校内各单位一定要严格按照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发布的《工作流程》规定的

时间，按时完成相应动作，不得推诿拖延。感谢各位同事的支持与配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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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学年国家数据平台暨 2020-2021 学年本科质量年度报告 

工作方案 

 

一、工作平台 

1.用填报账号登陆“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即可，各单位登陆用

户名和密码由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另行通知。 

2.交流平台：南商数据库采集 Q 群。 

3.各责任部门及协助部门要严格按照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编制的

《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填报指南》开展数据采集和填报工作。 

 

二、数据统计时点 

1.数据采集填报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1 日开始，2021 年 10 月 31 日结束。对

于采集数据的时点具体要求如下： 

统计时间：分时期数和时点数。时期数分自然年和学年；特定时刻产生的指

标数按照时点值统计当时发生数。 

        自然年：指自然年度，即 2020 年的 1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学  年：指教育年度,即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日。 

        时  点：是指统计数据的截止时间，即 2021 年 9 月 30 日。 

采集数据表格中明确了三种类型的时效性数据，分别是学年（2020-2021 学

年）、自然年（2020自然年）、时点（2021 年 9 月 30 日）。 

2.质量年度报告最终提交时间是 2021 年 11 月 8 日；2020-2021 学年质量年

报统计时间口径：财务、图书信息按上一自然年统计（2020.1.1-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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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信息按学年度时期统计（2020.9.1-2021.8.31）。 

 

三、任务分解 

为确保数据采集工作任务和质量报告按时完成，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对

“国家数据平台”和“质量报告”进行了任务分解，确定了具体负责部门。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3 和 2014年度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发布

工作的通知》粤教高函【2014】21 号的要求，为按时完成省教育厅本科教学质量

年度报告填报工作，请各单位根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2020-2021 学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工作要求分解》(指派专人整理数据)。 

 

四、国家数据平台的采集时间安排 

1.基础表 1-2 学校相关党政单位、1-3 学校教学科研单位、1-4-1 专业基本

情况、表 1-4-2 专业大类情况数据数据采集、录入、审核（5 月 21 日-9 月 17日）。 

2.1-3-2 学校基层教学组织、表 1-5-1 教职工基本信息、表 1-5-2教职工其

他信息、表 1-5-3外聘教师基本信息表、表 1-6 本科生情况、表 1-7-1 本科实验

场所、表 1-7-2 科研基地、表 5-1-1 开课情况数据采集、录入、审核（9 月 17

日-9月 30 日） 

3.其他数据采集、录入、审核（9月 30 日-10 月 15 日） 

4.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将所有数据报学校党政联席会议最终审定，并将

审定结果向各责任部门反馈，各责任部门对数据进行修正之后进行再次上传。（10

月 22日前） 

5.学校整体数据审核、上报（10 月 22日-10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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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质量年度报告时间安排 

1.根据任务分工，各责任部门将所负责部门经部门领导审核、分管校领导签

字确认后提交到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11 月 1 日-11 月 12 日） 

2.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将质量报告数据汇总与国家数据平台的数据一并

提交到政联席会议最终审定，并将审定结果向各责任部门反馈，各责任部门对数

据进行修正之后再次提交。（11 月 19日前） 

3.提交质量年度报告到省教育厅。（11月 30日） 

 

六、强调说明 

数据采集和学校《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工作不是某个单位或某个部门的

工作，是学校层面的重要工作。这两项工作要实行“谁主管，谁负责”，“谁填报，

谁负责”的责任机制，牵头部门要负起责任协作部门要积极配合牵头部门，加强

对数据的集中审核和总体分析，找出问题与差距。 

责任部门负责数据和文档的质量把关和有效性审核，数据审核的第一责任人

为各部门负责人。 

各责任部门提交的电子材料与纸质材料内容必须保持一致，纸质材料必须是

电子材料的最终版，提交时办理验收手续，报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备案，要

有责任部门负责人签字和单位公章并经分管校领导签字确认。 

 

 

 

 

 



5 
 

本学期全英（双语）教师培训考核顺利完成 

 

本学期全英（双语）教师培训班参训教师 9 人，分别来自经济学院、管理学

院、信息学院和教育学院，其中，1 人因故中途退出。自 3 月 18 日开始至 4 月

29 日，利用每周四下午 2 点半至 4点的时间进行培训。此次培训由全英（双语）

教学专家组周文贵教授、杜玉平教授和王瑞英教授主讲。 

培训内容包括： 

1. Teaching in English (Bilingual Teaching) in SCBC: Cognition and Practice  

2. How to well deliver a professional course in English?  

3. Sampling English Case Teaching for Marketing Strategy and Marketing 

Research 

4. Course Syllabus and Exam Paper Making  

5. Keys to have a Fluent English Communication 

5 月 6 日下午，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全英（双语）教师教学培训考核在

F204室举行。本次考核由全英（双语）教学专家组王心洁副校长、周文贵教授、

王瑞英教授、张习群教授、陈胜教授和管理学院任道纹教授担任评委，本学期参

加全英（双语）教师培训考核的 8位老师依次进行了全英（双语）试讲。考核由

王心洁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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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会场 

考核开始之前，王心洁副校长表示，经过这些天的培训，相信能够看到学员

们的精彩表现，希望学员们能够将培训所学正常发挥出来，取得优异成绩。周文

贵教授宣布考核程序和评分规则。他强调，评委们会对各位参加考核的试讲表现

独立给出客观公正的评判，以决定最终的考核结果。 

下午 2 点考核正式开始，每位参训教师有 15 分钟的试讲时间。  

 

赵芸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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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来自教育学院的赵芸老师生动活泼地展示了她的“儿童英文游戏”课

程，体现出“在玩中学”的教学理念，获得评委们的一致好评。王心洁教授评价

赵芸老师仪表端正、语言流畅、课件精美、体态大方，总体表现很好。其他老师

也有各自精彩的表现，考核会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 

 

  

参与考核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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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周文贵教授作了点评，主要讲了三点：第一，每位参训教师的英文语

言能力客观上存在差异，有的老师有机会出国留学，英文表达要好一些，有的老

师不具备这样的学习经历，英文的表达可能会相对差一些。但要想成为一名合格

的全英（双语）教师，英语的口头表达一定要基本通畅，这是上好全英（双语）

课程的基本条件；第二，教师授课重在“讲课”，讲课时要跟学生有自然的眼神

甚至情感交流，不可以只是盯住 PPT课件或备课材料“读课”或“背课”；第三，

虽然不同老师可以有不同的教学风格，但老师进入课堂对教态、仪表、着装等等

都一定要谨守稳重、规范的基本要求，以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 

 

 

 

《一家之言》之四 

高校教师践行“立德树人”使命五要素浅谈 

周 文 贵 

 

我国各级各类高校教师肩负着“立德树人”的崇高使命。这一使命往高了说

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与接班人”，其实更为朴实平和的概括，

应该就是“教会学生堂堂正正地做人”。怎样做人才能称得上“堂堂正正”？关

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主席在 1939 年 12 月，为悼念援华抗战因公殉职的加拿大外

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所撰短文《纪念白求恩》中给出了他的答案，那就是要做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毛泽东主席看来，何以“树人”？一曰“高尚”，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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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三曰“有道德”，四曰“脱离了低级趣味”，五曰“有益于人民”。敢问,

哪一条不是意在“立德”？八十多年过去了，虽抗战烽火不再，然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大业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在国内、国际各种矛盾相互纠结的复杂条

件下，扎实推进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一定

要“办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源源

不竭的人力资源支撑。此时此刻，重温老人家的教诲，怎能不倍感身为高校教师

的使命之光荣，责任之重大。 

高校教师一般都要承担某些特定学科、特定专业、特定课程的教学工作，对

学生进行相关专业教育。要全面践行“立德树人”使命，必须将五大要素自觉融

入自己的日常教学活动。 

第一，要对学生进行卓有成效的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并

且将此类教育有机地融入课堂教学活动，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 

“立德树人”，说到底是要将学生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衷心的拥

护者和建设者。倘若经过高等教育的培养流程离开学校的毕业生，或多或少地不

能认同国家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产生质疑，甚

至要对其发起挑战，我们的高等教育事业就难言成功。当然，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和价值取向多元化，决定了高校毕业生中出现少数个别的“另类”与“奇葩”亦

属正常，但一定要严格控制在一个绝对小的比例上。 

为此，高校教师要着力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教育广大学生热爱国家、热爱

人民，珍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取得的伟大胜利，珍视建国以后，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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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要珍视来之不易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教育

学生自觉地将当下的学业进步与未来的职业发展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并努力在其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第二，要努力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教会学生用国际化视野观察世界、观

察中国、观察一切事物。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尽管近年来各种“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

的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沉渣泛起，一时呈现风云诡谲之势，但全球化潮流仍以不可

阻挡的磅礴力量，从政治、外交、安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维度，将全世

界的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各国各地区彼此须臾不可

分开的“地球村”。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无时不在面对国际范围内一系列重

大领域里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成就和困难并存的复杂局面。 

今天求学于各类高校的莘莘学子身处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面临重大转型，价值

取向多元化的现时代，难免会产生些许彷徨。然而正是他们，系国家与民族的未

来于一身，又须得登高望远，善于守正，恍惚不得。故高校教师必须努力培养学

生的国际化眼光与思维方式，教会学生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

错综复杂的各类矛盾中，理出头绪，认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牢牢把握

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大势。更为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将基于国际化视野展开

的理性思考与自身的能力培养和人格养成有机地结合起来，立志成为全球化时代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合格人才。 

第三，要本着教育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理念，教会学生做人，做好人。 

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仁者爱人”，主张只要教育得法，“路人皆可以为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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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教育的人本主义本位，说白了就是要通过有效的教化，在我们的学生身上实

现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统一，教会学生做人，做好人。 

市场经济体制究其本源，为纯粹的利己主义而非利他主义。一事当前，首先

考虑有无自身利益，有多少自身利益，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市场原则，且不容挑战。

因此才产生了“一切以自我为核心”，“为了一己私利，无事不可为”的不良社会

氛围。这就要求高校教师尤其是要教育学生学会尊重他人，尊重生命，尊重人类

的尊严，善于正确处理个人同自然、个人同社会、个人同他人的关系，帮助并教

导学生牢固树立敬畏自然环境，敬畏自然规律，敬畏社会规范，敬畏伦理道德，

敬畏公众利益，敬畏他人权利的思想观念。 

“性善”和“性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对立的概念，孟子主“性善”，

荀子主“性恶”，讨论的是人的本性是天生善良还是天生邪恶。自先秦以降，争

论一直未曾停歇。从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加以审视，婴儿呱呱坠地，谈何“善”

“恶”！人所以分“善”“恶”皆源于后天环境的影响和教化养成。市场经济赖以

建立的合理预期固然是所谓“理性人”假定，但同时市场经济也强调基于“天赋

权利”的人人生而平等理念。故，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赋予每一个社会主体在共

同遵守社会规则的条件下平等地追逐个人利益并努力使之最大化的权利。这在中

国人看来其实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面对客观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社会

团体与社会团体之间，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诉求的相互交织重叠甚至冲突

矛盾的局面，高校教师更要刻意培养学生的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和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教育学生树立在与自然、社会、他人和谐相处的基

础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想观念，使学生真正具备良好的人格品行和高尚

的道德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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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青年承载着社会的未来。当今天下，唯一亘古不变的要素恰为“变”本身。

大千世界，朗朗乾坤，虽偶遇瓶颈，甚至出现某种挫折，然总体保持了科学昌明、

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前进的大趋势。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已然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或即将会发生重大变革，变化无处不在，无时不

有。青年投身其中，一是要避免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以致迷失方向，二是要张

扬青年固有的朝气、锐气以及青年对新鲜事物天生的敏感性，充分发挥青年的聪

明才智，有所作为。这就要求高校教师教育与引导青年必须基于冷静严谨的批判

性思维，“审慎察变”、“积极顺变”、“灵活应变”、“自如驭变”。 

伟大导师马克思曾经将他的座右铭直接概括为“怀疑一切”。批判性思维既

是一种思维技能，更是一种人格或气质；既能体现思维水平，更能凸显现代人文

精神。批判性思维就是要求打破现有的学科边界和思想约束，对任何论题或结论，

都经由理论与实践的匹配关系，以与时俱进的眼光，加以质疑和重新审查。高校

教师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教会学生基于怀疑、批判，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

究问题、解决问题。 

所以要强调对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的教育，根本目的在于要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与创新能力。从逻辑次序上看，批判性思维是创新实践的起点与源泉。注重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说到底就是要帮助学生牢固树立“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品德。试想，倘若对既有的知识和结论都统统奉为圭臬，凡事

皆唯书，皆唯上，就是不唯实，结果就只能是守旧、保守，墨守陈规。何来改革？

更遑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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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教师的教学活动更要讲求政治纪律。 

我们兴办的是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社会主义大学。“讲台神圣，不容亵渎”！尤

其是在社会价值取向和利益追求多元化的现时代，高校教师作为社会的知识精英

群体，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完全享有独立进行学术研究，并借助特定的渠道和平台，

如报刊、书籍、网络等，在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发表个人见解和观

点的权利。但高校教师必须自觉地将学术研究和课堂讲授严格区分开来。正所谓

“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授课讲规矩”！ 

高校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传达的应该是妥妥的“正能量”，决不允许那些所

谓“大 V”、“大咖”、“公知”、“恨国党”们，扯起普世价值的遮羞布，打着学术

自由、言论自由的旗号，在课程讲授和其他教学活动中夹带私货；决不允许任何

人利用高校讲台肆意散布和传播与我国现行基本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主流意识形

态、核心价值观念取向相抵触的思想、观点、言论；绝不允许任何人不负责任地

妄议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这是一条不可以触碰的“红线”，是高校教师必须遵

守的“铁的政治纪律”！当然，绝大多数高校教师讲授的都不会是专门的思想政

治课。然而，如何将对学生进行卓有成效的“正面教育”有机融进专业课程教学，

全面施行“课程思政”，难道不就正是高校教师穷毕生心血孜孜追求方能到达的

境界与目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