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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 

          云南省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工作是云南省为贯彻落实

全国、全省教育工作大会精神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

教育工作会议要求，推动高校专业建设和教育教学改革，

推进高校优化本科专业结构，深化专业内涵发展、特色发

展，提升本科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 
  



云南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 
        自2018 年秋以来，云南省已开展了4 轮本科专业综合评价，评价年度分别

为：2017-2018 学年，2018-2019 学年，2019-2020 学年，2020-2021 学年。 

 评价对象：云南省本科高校所有专业点 

 组织架构：按学科归类分组，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归属于文学学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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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 
 评价方式： 

     线上审阅材料，线下充分讨论，进校实地抽查。 

     经过专业点负责人、专业点召集人、专业类组专家、学科组专家

的四级评价，形成各专业的评价排序和等级，再通过综合分析评价结

果，完成评价报告。 

 评价指标： 

 课程（20%）、教师（20%）、教材（20%）、测试（20%）、就业

（20%） 

  
  
  



评价指标所体现的内涵 
综合评价点 英语专业内涵指标  

课程 人才培养方案科学合理；课程结构符合培养目标，
能够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专业核心课程遴选设置
合理，建设有效；专业课与公共课，必修课与选修
课，理论课与实践课等结构比例合理；具有满足课
程教学需要的实验（实训）条件。 
         
课程教学大纲与人才培养方案一致，充分支撑培养
目标；严格按照培养方案执行教学计划；课程内容
的广度、深度和难度体现培养目标要求；课堂教学
改革；推进课程思政，专业教学有机融入思想政治
教育元素；对课程开展评价。 
         
与上一学年度相比的改进措施和变化情况。 

人才培养方案科学合理，符合
英语专业《国标》和《指南》，
课程体系能有效支撑人才培养
目标。 
 
专业核心课程符合《国标》和
《指南》的要求；专业方向课
程涵盖英语语言学、文学、比
较文学与跨文化、翻译、国别
与区域研究等方向系列课程。 
 
高度重视课程思政。 



评价指标所体现的内涵 

综合评价点 英语专业特色指标 

教师 教师政治立场坚定，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特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遵守《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现师
德师风，言传身教，立德树人。 
 
师资数量与结构合理；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情况，专
业核心课程由高级职称教师授课情况，核心课程由2
名及以上教师开课的门数，教师专业背景与教学匹
配度；教师聘用、高层次教师引进、教师发展及考
核评价情况。 
         
与上一学年度相比的改进措施和变化情况。 

符合英语专业《国标》和《指
南》的相关要求。 
 
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学缘结
构、职称结构合理。 
 
教师的专业背景与英语专业的
相关度。 
 



评价指标所体现的内涵 

综合评价点 英语专业特色指标 

教材 成立教材管理专门工作部门，建立科学规范的教材
选用、质量监控和评价机制；选用教材（自编优秀
教材）能够支撑和达成专业、课程和教学目标。 
       
         
与上一学年度相比的改进措施和变化情况。 

国家级、省级规划教材与自编
教材有效互补，既保证质量上
瞄准国家一流水平，又体现教
师科研反哺教学以及自身办学
育人的特色。 
 



评价指标所体现的内涵 

综合评价点 英语专业拓展指标 

测试 考核评价符合课程目标要求；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
考核有机融合，调研报告、作业测评、阶段性测试
等过程性考核比重合理。 
 
考核命题符合课程大纲要求，突出培养相应专业能
力和实践应用能力；考核结果有区分度，反映学生
实际的学习能力和学习质量；学位论文（毕业设计）
的选题意义、写作安排、逻辑构建、专业能力以及
学术规范体现基本学术素养，符合人才培养目标，
指导与评价科学合理。 
    
与上一学年度相比的改进措施和变化情况。 

全国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成
绩 
 
毕业论文与本专业的相关度 
 
 



评价指标所体现的内涵 

综合评价点 英语专业评价点 

就业 毕业生就业去向、行业分布和发展情况，升学情况。 
       
与上一学年度相比的改进措施和变化情况。 

就业率；就业质量 
 
升学率 
 



《国标》的指导思想 
 英语专业的定位 

     英语专业是以英语语言、英语文学、翻译、比较文学与跨文化以及国别与区

域研究等为学习和研究对象的学科专业。 

 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 

     英语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厚实的英

语语言文学知识和必要的相关专业知识，符合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英

语专业人才。 

——————————— 

仲伟合等．论《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制定[J].现代外语，2015(1):116． 

外指委.《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 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 



《国标》的指导思想 
      英语专业的定位传承了英语专业的传统内涵，以英语语言文学作为专

业的核心，注重思辨和研究能力培养，“强调厚基础、宽人文的人才培养

理念”，“突出了学科属性”和“回归人文特质明显的英语专业特色”，

“强调人文学科的意义在于英语不应简单作为语言工具”。 

     英语类专业的细分把传统的英语专业拓展成了英语类专业，既为培养

多元化英语类专业人才提供了可能，也使得英语专业能回归传统，侧重于

语言、文学、文化的教育。 

 ——————————— 

徐志英，冯光武. 英语专业与其他语种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关系解读[J].外语教学，2019（4）：56. 



“新文科”背景下的“守正”与“创新” 

     “新文科”理念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多个学科的交叉、

融合、渗透或拓展，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

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与新兴科学技术的交叉融合。 

     英语专业教育教学应主动适应“新文科”建设对外语教育

的需求与挑战，人才培养需要博通，以适应新形势对学科建设

的需求。 



“新文科”背景下的“守正”与“创新” 

“守正” 

• 遵循英语专业的学科内涵，立

足人文学科本位。 

• 为学生奠定扎实的英语功底和

深厚的人文素养。 

• 注重跨文化能力和思辨能力的

培养。 

“创新” 

• 凸显综合性、跨学科性。 

• 注重语言文学与政治、历史、经济、

社会、法律、新闻、宗教等人文社

会科学的融合、渗透、拓展。 

• 思考英语专业如何与时代同行。 



“新文科”背景下的“守正”与“创新” 

           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的基础，体现着人才培养的内涵和

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培养目标的

重要保障。 

           既然英语教育的本质是人文教育，那么在课程设置上，

就应该体现英美文学、语言学和英语国家研究的学科主导

地位，与此同时积极向人文学科的相关领域拓展。 

           



“新文科”背景下的“守正”与“创新” 

           在《国标》的课程体系中，专业课程由核心课程和方

向课程组成，避免了专业技能课程与专业知识课程的分离，

为内容依托型课程的设计奠定了框架基础。 

          而且，《国标》专业课程的设置突出人文特色，保证

了英语专业课程体系的完整性，强调综合素养与专业技能

相结合。 
  



“新文科”背景下的“守正”与“创新” 
  

             英语专业课程设置还应该在《国标》课程体系的

基础上，重视以下方面的课程: 

• 加强人文通识教育课程。 

• 加强系统的人文专业教育课程。 



“新文科”背景下的“守正”与“创新” 

             加强人文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已经成为英语专业教育国家标准的核心要素（1）， 因为通识教育

对一个人的生活历程和心智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学生可以通过跨系跨学科选

修人文科学的课程，构建一个以通识教育为基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

合、“注重人文内涵的”的英语专业课程体系。  

         “经典阅读”是通识教育的常见课程类型之一，内容可涉及文学、文化、

历史、哲学、宗教、区域与国别研究等领域。  
——————————— 

（1）孙有中等.英语专业人文通识教育混合教学模式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17（1）：8. 



“新文科”背景下的“守正”与“创新” 

            加强系统的人文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课程体系应该以英美文学、文化、语言学、英语国家社会、

区域与国别研究等方面为主。尽量压缩单纯的语言技能课程，让学

生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来提高语言技能。 

          语言技能训练与专业知识课程的融合还能让学生有更多的学时，

用于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习，以解决学生知识碎片化的问题。 



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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