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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况

二、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一）人才培养目标及服务面向

（二）专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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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校生情况

1.在校学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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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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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源质量

456 336 481.2 400

354 280 404.9 337.7

335 305 430.1 359.9

392 301 422 322.3

454 412 472 435.1

467 423 473.5 428.2

519 415 526.7 432.3

393 343 430.7 375.4

466 400 479 422.7

406 341 441.59 371.4

432 336 446 348.1

350 302 354.7 318.5

448 432 484.6 464.8

413 348 408.5 349.7

474 430 486.4 442.7

479 367 470.2 374.5

500 435 509.3 450

463 397 490.8 421.2

�6�Q���ðÐ°�* ��ðÐ°
9�¬ "ë��J�
9 �� 
�
����A�Q�*
�*6ðÐ°�� ���¤���Q8� �C
9��
9ðÐ°



8

（二）主讲教师情况

（三）教授授课情况

（四）教学经费投入情况

（五）教学用房、图书、设备、信息资源及其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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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专业建设

1.突出人才培养特色，实施分类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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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全制度

3.经费保障

4.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5.创业教育课程建设

6.打造创业实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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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质量保障体系

（一）学校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落实情况

（二）学校领导班子研究教学工作情况、出台的相关政策

（三）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四）教学基本状态及教学日常运行与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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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生学习情况

（一）学习满意度

（二）毕业情况、学位授予情况、攻读研究生情况、就业情况

（三）用人单位和社会对毕业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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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奖助学金情况

（五）毕业生综合素质与成就

（六）学生体质测试达标率

2021-2022

6799 92.31%

七、特色发展

（一）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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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注重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培养

（三）推进信息化发展，建设学习型智慧校园

八、本科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与改进措施

（一）人才培养模式需要更清晰、更全面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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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建设有待进一步优化

（三）师资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混合式教学需要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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