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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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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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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点评估是学位授权体系发展到今天的一种必然

，是进一步适应需求的必要

– 《关于印发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的通知》

(学位[2014]4号)
– 《关于开展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

(学位[2014]16号)
– 《关于开展2014年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工作的通知》

(学位[2014]17号)
– ......

背景与意义



改革 保证 ---- 适应需求 提高质量

放权 标准引领 ---- 监控 政策保证

从“被动”走向“主动”

从“他律”走向“自律”

责任 自律 自我定位 目标举措

背景与意义



学位授权点
评估

为什么评

？

怎么评

？

评估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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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点
评估

已评促改
已评促调

已评促建

背景与意义



学位授权点
评估

为什么评

？

怎么评

？

评估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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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点评估的诊断性

不是为了简单的“证实”和“认可”，而是评

判其人才培养规格、特色和标准是否明确

对照发展定位，发现尚存在的问题、寻找需要

采取的措施

评估是手段，诊断是目的

背景与意义



4 .学 位 点 自
我 评 估

1 .制 度 与 机
制

学位授权
点评估

3 .学 位 点
整 改 提 升

5 .学 校 抽
评 与 督 查

2.诊断
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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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诊断
式评价



在医学上
• 诊断学：是运用医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对疾病进

行诊断的一门学科。 1

、问诊；2、体格检查；3、 实验室检查；4、 辅助检查等

• 诊断：就是在给对象做检查之后，依据某种标准判定对象的健

康状态

• 诊断类型：普通门诊，专家门诊，高级专家会诊；

现场诊断，临床诊断......

• 现场诊断是初步诊断，临床诊断是疾病经过检查、治疗等过程

后做出的最终诊断

“诊断式评价”内涵



在教学上
• 诊断性评价：也称教学前评价或前置评价，一般是指在某项教

学活动开始之前对学生的知识、技能以及情感等状况进行的预

测。

第一，确定学生的学习准备情况，明确学生发展的起点水平，

为教学活动提供设计依据；

第二，识别学生的发展差异，适当安置学生；

第三，诊断个别学生在发展上的特殊障碍，

以作为采取补救措施的依据

• 借助的手段：以前的相关成绩记录、摸底测验、智力测验、态

度和情感调查、观察、访谈等

“诊断式评价”内涵



从学位授权点评估角度

• 诊断式评价 是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学位授权点评估

的重要环节，是依据学位授权点的发展定位，对

学位授权点进行检查，做出的“健康状态”判断

• 诊断式评价 是初步诊断‐‐‐‐‐自我诊断‐‐‐‐‐自我治疗

• 诊断式评价 核心是察觉和发现问题、改正错误、

弥补不足，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

“诊断式评价”内涵



诊断式评价
• 是“照镜子” 的过程，更是创新、上台阶的过程

• 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

• 是反思、丰富和发展学位点建设理论的过程

 目的是提高学位点建设的质量和水平

“诊断式评价”内涵



诊断式评价方式

外部咨询诊断，内部自我诊断

外部咨询诊断在完成诊断的同时，可以促进学位授

权单位自我诊断能力的形成与提升，服务于自我诊断

的常态化

专家评估（国际化评估）、第三方评估、质量认证

“诊断式评价”方式方法



初步诊断

验血、摄片等

数据分析

分析报告

对症下药

制定方案

数据收集整理

数据分析

诊断式报告

整改提升

医学 学位授权点

顶层设计顶层设计

诊断

指标体系

标准

学位点修正诊断

“诊断式评价”方式方法



外部
咨询

自我
诊断

兄弟学校调研

咨询学科专家

参照学科排名

各级主管部门

纵向比较

试点评估

学院调研

构建与学校的办学目标
及特色相适应的标准

横向比较

纵向比较

诊断指标力求客
观，避免繁琐

“诊断式评价”方式方法

标准制定标准制定



“诊断式评价”方式方法

结果呈现结果呈现



试点评估

咨询诊断

诊断式评价

制定指标

数据收集

数据分析

出台
文件

诊断意见

“诊断式评价”实践

评估工作流程评估工作流程



咨询诊断以外部咨询
诊断为指导

强调学科特
色与目标

以内部自我
诊断为主体

诊断式评价过程中，学校（研究生院）

是诊断式评价的主导与完成者，减轻学位点负担

诊断工作的原则诊断工作的原则

“诊断式评价”实践



学科
方向

导师
队伍

生源
质量

培养
质量

就业
质量

诊断指标诊断指标

“诊断式评价”实践



过程考核、规范性

研究生教育过程质量？研究生教育过程质量？

“诊断式评价”实践



同一人员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或不同专业学位授权点

未获得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的二级学科，参照一级学科

201501-201812  涵盖学校所有学位授权点

以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或领域为单元，

01

02

重复填写

03

诊断范围诊断范围

“诊断式评价”实践



国际化交流合作培养工作推进度低

学科方向问题突出：二级学科、优势特色、拼凑？

学科或方向带头人学术等综合影响力？

01

02

03

研究生科研贡献率偏低

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投入与热情欠缺

04

05

诊断结果诊断结果

学科评估排名国家前五，相关培养质量与其地位不适应06

“诊断式评价”实践



生源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个别点导师数量充足、但断层严重，年龄结构不合理

07

02

03 培养质量有待提高，学科排名前10%的个别学科，论文

抽检和盲审的不合格率偏高

04 部分学位点生源充足，就业率确不高

诊断结果诊断结果

“诊断式评价”实践



诊断结果呈现诊断结果呈现

“诊断式评价”实践



整改提升整改提升

“诊断式评价”实践



各位领导和同仁多年来的支持

感谢
各位领导、专家多年来的支持与帮助！

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