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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专业剖 分 况， 从内

、 件 、 、 ，

了 一 与 。 专 出 、

与 ，供 习参 。 

一、总体性意见与建议 

1.专业剖析和课程分析的形式：专 入 ，9位专 分

3个 ， 6个专业 18 专业剖 分 。专

入 前 前 关专业 况 一 了

， 主 ， 关 ， 专业、

、 价 。 专业剖 与 分

做， 以 ，但不 。专业剖 分 ， 、

副 关 其他任务 参加 ， 以

会 ， 前做 专业剖 分

准 。 

2.要将专业认证理念融入人才培养过程中。 专业

专业一 专业 专业 （以 为

中 、 （OBE） 、

保 ） 入到专业剖 分 中， 剖 中充

分体 以 为中 、以 为中 、以 为中

，使 于 动 中 位， 什么

习 、为什么 习 、 习 、

、 保 习



-3- 
 

；体 OBE ，以 习 作为 ，

体 ，以 习 作为 ，

； “ 价— — ” ，及 价

养 、 业 、 况，及 到 、 、

中，及 。 

3.要将相关专业建设标准和要求融入专业剖析和课程分析

中。 专业剖 分 ，

准、 40 、 万 划 专业 准 ，

“五个 ”， 个 到“五个 ”上，体 估

。 

4.要重视专业负责人的培养。 一 专业 人，一

专业 从 ，专业 人 于专业 ， 于专业

升 义 。 前， 专业 人中， 中 人 ，

21个一 专业， 专业 人 ，

，专业 人 养 升 。 

5.专业负责人和课程负责人要正确定位。专业 人

人 到事关 专业、 位 上

去 位 ， 人 代 了专业 、 ，

，专业 人 、 ，

、 专业 、 。 专业

体 ， 专业 去剖 介 。 

6.专业课程的目标定位要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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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养 人 。专业

位中， 产 、 企 作 ，充分体

专业 。 个专业 ， 中 出

专业 。 体 专业 何 人 养

。 

7.专业剖析和课程分析介绍中要正视存在的问题。 估

， 不 于三分之一 。

专业剖 分 不 光 ， ， 于

列出 。 写专业

， 专业 专业 历 及 ，

养 何 专业 五 ， 什么

保 ？ 专业 划， ， 、

， 几 内 到什么 ， 。 

8.汇报数据要清晰准确。专业剖 分 ， 出

准 ， ， ， 使

两 ， “10余人”“ ”“ ”“ 100人 ”

，令人 、准 、 ，也体 出前

作做 不 ；例 业 ， 克 ，

内 ， ， 信 。 一个

， 到 作 。例 ， 专业 例，

三 下 ，且下 例 ，则不 作为 PPT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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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案例选取要有代表性，有说服力。 专业剖 分

， 例 具 代 ，具 义。例 以一个

作 公务 业 作为 专业 业 代 ，

则不具 代 。 

10.要保持平常心，与专家平等交流、虚心求教。专业剖

分 ， 估专 不 ， “ ” 不

“ ” “ ”， 人 、 、

、体 ， 保 、 、 、严 ，与专

交 、 、 ，充分体 出

力、专业 。 

11.专业剖析课程分析汇报严禁超时。 、 准

，不 出 。专业剖 严

制 30分 以内， 分 严 制 20分 以内。

， 出， ，减 不 ， ，

免 。 

12.汇报内容要熟练。专业剖 分 ， 全 ，

不仅不 ， 到不 ， 。专

， 及 、 了 于 ，不 前 PPT

。 

13.PPT的第一页必须体现汇报人的职称（学历学位）等个

人信息，体 专业 人 人 亮 。 前

介 人（ 人）个人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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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PPT内容要精心设计。不 到 PPT

中， 出 。PPT 专业剖 与 分 中， 到

助作 ，关 、 交 、 。 

15.要学会使用图表进行人才培养目标展示。 单

体 。 ，不

。例 ，为 免 ，专 专业剖

分 制作 人 养 力 体

。 

16.要正确使用图表。 个位

到 到什么作 ， ， 体

出 充 作 。 

17. PPT中严禁出现错别字、标点符号运用不规范现象。例

， 伯 （1.）， （一、），

不 ，两个书 、 中 ，不 加 ， 。 

18. PPT页面设计要清晰、美观、大方。PPT 、 、

、动 ， 体 ， 不 出 压

， ， 充分 之 ，

到 ， 、 体 、 不

况。 

二、专业剖析的问题、意见与建议 

19.什么是学科和专业？二者是什么关系？——专业 人

养， 。专业 会专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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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别； 一 一 分

， 关于 一 。专业与 关 ，专业

以 为依 、为 ； 又以专业为 ； 为专

业 供 、 于 、 、

， 专业主 为 人 养 任务

，为 会 供 劳动 。 

20.本专业的支撑学科是什么？相应学科的建设情况如何？

—— 专业 ， ， 介

况， 及以上 专业

？ 专业 不 ？ 前

到 上 ， ， 到 、

专业 。 

21.如何看待师范专业与非师范专业的不同？如何定位专业

中的师范性？—— 养 ， ， 不加

， 体 内 不 。专业 位准了，

体 ， 力 一 ， 以 利

专业 划， 会 人 养 。专业 位 上

及五个 ， 为什么 去 ， 为

会 。 

22.专业剖析的逻辑顺序要清晰。 人 养 ，

专业 件， 、 书、 、 、 、

， 件具 再 ， 。不 于 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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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 价 分 价 价内 ，但 价 中

列内 不 。 

23.专业剖析深度不够。专业剖 。 专业剖

中， 专业 何 位 ？ 养什么人，具 什么 件，

些 ， 些 么 决， 保 人 养 ，专

业 么 。剖 中 ，不 。

入专业 ，不 专业 “ ”， 以从

专业 些 做到 。 

24.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专业的对应度不明显，专业特色不

鲜明。人 养 专业 、人 、

关 。主 参 位互 协

《华 协 》 与 专业 准， 人 养

、 养体 。 区分 不 专业 人 养

上 不 、 ， 关 到 。

人 养 位、专业 位 位 一。 专

业 位不 ， 。 

25. 如何理解人才培养目标的创新性？专业剖 分

中也 体 创 力介 。 剖 中， 养

力 个 ， 个 。 

26.专业培养目标中关于学生将来职业的表述要重点突出。

例 “ 养……中 、公务 、 …. ”，

， 出 专业 “ ” 养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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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依据没有说明。专业人 养

依 主 人 养 会 。

分 专业 五到十 会 。 

28.在课程体系的介绍中，要将学校产教融合、产学研合作、

服务地方的相关内容体现出来。 关专业 化 内

入到 体 中。 

29.学分与学时表述不清晰。 严 养 ，

、 分及其占 ， ， 免出 分不

一 、前 不一 、 分 不 。 分

，但也不 ， 一 专业 分占

30%-35% 即 。 

30.双师双能型教师数据统计不准确。 ，

中具 中 及以上 ，又具 下列 件之一 专

业 ：（1） 专业 作 中 及以上 （

业 书、 专业 专业 ）。

（2） 五 中 两 以上（ ） 企业 一 从事

专业 作 历， 参加 专业 且

书， 全 专业 动。（3） 五

主 （ 主 参与）两 （ 两 内

及 升 作）， 企业（

）使 ， 到 业（ ）中先 。具

， 五 中 两 以上（ ） 一 从事与 专业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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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全 、 动

。具 业 ： 五 中 两 以上（ ）

企业、 一 从事与 专业 关 作， 全

专业 、 动 。 与人事 保

一 。 

31.对外聘教师的管理和起到的作用没有说清楚。 到了

，但 与 内专业 、互

充，优化 伍 ？ 、 关

制 ？ 何 ？ 什么 件？ 做什

么 作？ 何 作？ 专业、

中 了什么作 ？ 些 。 

32.教师教学投入说明不充分。 入，

入，包 体 ， 动，上 ，

、 、 业 、 ， ，参

与专业 。 何 入 专业剖 之

一。 

33.没有说明培养方案执行情况。 严 人 养

况。 

34.实验项目数据不清晰。加 了 例，

关 。 关专业 例 不低于专

业 准。 

35.教学成果及其效果说明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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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 、 况 ， 作为

亮 。 

36.如何认识专业剖析、课程分析中的资源条件建设？专业

、仪 入 。 伍、

参 书、 习 件 介 到。

什么 ， 个 ？ 参 书？

参 书 什么关 ？ 习 什么 。

中 。 不 使 什么 具、 ，专 会 你

何 。 

37.学院教师、资源分配不合理。 、 、 书

， 分 到 专业，不

剖 中到 到 剖 专业中，不 与

专业 关 、 励 出 到 专业中。专业剖

内 件与 及其利 做全 介 。 专

业 准， 专业人 养 。 

38.产学研结合和科研反哺教学阐述不够全面。

了 会 ， 些 到了 们专业 修

， 人参与 ， 业

， 作为 关专业 内 之一。 体

专业人 养 作 。 

39. 学生培养的满意度数据统计时间不准确。 供五

业 。 列 况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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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40.学生就业与发展情况良好，数据来源不清晰。

三 价 ， 具 力。例 ， 克

业 。 不全 ， 业 、

业专业 关 作为 之一。 

41.学生考研问题。 作为 业 内

，不 中做 。 ， 从

，不 从 （ ） 。 低

于全 ， 以 为 于 专业全 /全

， 。 

42.没有提到学生竞赛参赛率。参 专业 、

估 中， 人 养 关 之一。

参加了 、 别 ，参 、 到 ，体

体 。 

43.专业建设持续改进机制健全方面说明不充分。一

专业 划；二 制， 何

保 ， 制，

， ， 之 ， 何，

。 

44.教学质量监控保障没有数据支撑。 、 、 、

会 ， 出了 ， 些 ，

， ， 何？ 传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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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 。 

45.特色和优势不具说服力。 优势 为

中 、具 一 优势 力 。人 ，人

优。例 ， 出 产 、 、创 创业 。

两个。 

46.当前存在的问题剖析不准确。 与

分， 专业 、 决 剖 ， 不

体 、 专业 决不了 作为剖

。 

47.专业剖析改进措施太虚。 写 ，

具体化、 作、一 二 之 。

为 ， 准

、 信 。 

三、课程分析问题、意见与建议 

48.避免把课程和自己结合的太紧密，要跳出来，不要变成

讲述自己的教学体会。专 关 何 专业

力 ， 专业 养体 ， 何去 ， 何， 何

， 。 ， 区分 上 ，区分

众不 。不 专 介 ， 专 你

， 专 判。 

49.课程分析要体现教学大纲和师资队伍情况。 分 中，

任 伍 况、 与 体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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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体 。 

50.没有开过的专业选修课如何分析。 ，

分 分 。 以不分

分。 

51.课程属性介绍不清晰。 分 一个

介 。 从人 养 出 ， 与专业

关 。乃 上 到 人 养 分

位。专业中 于专业 体 ？

专业 不 ， 作 何体 ？

些 、 些 力？ 么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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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 位 ， 位 专业

位与 ， 人 养 。 

53.课程建设目标不明确。 出 下一 与

， 万 划一 、 专业 、 为 ，

做了什么，以 做什么，体 。 

54.课程内容设计没有体现学科前沿发展。 内 上，

体 、 业 、 前 内 。 关

入到 分 中。 

55.课程实践教学设置不够科学。例 ， 专业

专业 中 代 中，“ ”作为 不

， 以具体化 与 养

。 

56.教学内容介绍重点不突出，面面俱到太拖沓。

内 介 ，不 介 ， 出 分 及

决。 

57.课程如何确定的课程重点和难点？如何在课程教学中突

破重点和难点？ 。 

58.教材选用不合理。 ，

，且一 。 

59.课程教材的选用依据和程序问题。 依 、

准 ， 准 。 

60.有些专业毕业设计比重较低。 加 业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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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加 于 业 ，加 于

业 （ ） ， 业

， 免前 两 业 况，

力。 

61.为什么要做课程分析中的学情分析？ 分 判

分 什么 上 上 ，从 到什么 ？

具 了 些 力。 你

，何 ，为什么 个 候 。前 了什么，

什么。从 个 体 中 位去 。 具 了什么

之 ， 。 了一 件 ，加上

， 会 ，会 。 分

。 分 了，

、 。 分 不 ，

内 偏 。 为什么 8

， 6 。 为 不一 ， 内 ，

介 习， 养 力。 以

判 分 上， 。 于

， 了 ，也 。一 分 做 不

，出 不 。 

62.学情分析不准确，存在跑题现象。 以

作为 分 ， 之以 其他 况。 先修

、 修 、 况，为什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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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分 中 分

做 。 分 及其 决 体

出 力、 力、 力、 力。 

63.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没有相关性。

，但 。原 上 ，一个

与 之 关 ，不 出

分， 况。 分 ，

包 些 ， ， 、 准

。 与 关 。 勤

，不 作为 。 

64.教学反馈效果不能简单潦草。 们 ，为什么

估？ ， 保 体 中 一个 。

何保 ， 一个 、 、 、 、

， 一个 。 ， 到 。

于 划， 不 内 。

信 ， 、 价， 会 何利

决 ，从 保 ，保 ，从

什么 力 。 从五个 去 ，专业 人

养 了 ？ 么 ？ 去

？ ？ 

65.课程效果体现不充分。 价、

、 况 ， 以加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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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关 分 、 分 ， 充分

佐 。 

 
 
 
 
 
 
 
 
 
 
 
 
 
 
 
 
 
 
 
 
 
 
 
 
 
 
 
 
                                                         
  办公                        2019 7 1 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