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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问题及改革路径研究 
陈冬梅 

（盐城师范学院  江苏省盐城市  224051） 

摘要：省域高校分类评价模式在细化政府教育管理工作的基础上，深化对高校教育发展方向的明确，促进高校的整体教育能力
的提升，为高校培养优秀人才及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夯实基础。本文将基于省域高校分类评价优势分析，探究省域高校分类评价
改革发展的主要问题，在有效明确省域高校分类评价改革载体的同时，制定相关问题的改革方案，进一步拓展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
改革路径，提升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应用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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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and Reform Paths of Classified Evaluation of Provincial Universities 
Chen Dongmei 
(Yancheng Normal University, Yanche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224051)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refining government education management work, the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model of provincial 

universities deepens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educational 
ability of universities, and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excellent talents and serving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main issues i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provincial university 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of provincial university 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 While effectively clarifying the carrier of provincial university 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 reform, it will develop a reform plan for related issues, further expand the reform path of provincial university 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 
and enhance the application effectiveness of provincial university 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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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类型结构的差异，在满足高等人才育人培养多元化需

求的同时，也对政府层面的高校评价管理提出更为严峻的挑战。

政府机构应基于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管理体系建设，推进高校分

类评价的改革实践，将具有前瞻性特点的内容融入省域高校分

类评价体系，提升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科学性，实现省域高校

分类评价管理的有效开展。 

一、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核心优势 
基于省域高校分类评价主要围绕区域高校综合育人能力、

师资力量及教育特色等进行内容分析，为后续政策制定及财政

拨款的教育扶持提供内容参考。自我国高等教育进入高速发展

阶段之后，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运用则成为衡量高校教育质量、

明确高校教育需求及加强高校教育考核的科学方式。相比于传

统单一化评价分析制度，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优势在于能根据

各地区高校教育特色的不同，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资源配置及

教育管理，提升高校评价分析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一）突出地域特色 

近年来，特色专业成为部分地区高校招生的金字招牌，针

对特色专业育人能力的评估，无法基于单一教育因素及教师单

方面育人能力进行分析，需要结合高校基础设施建设、教育配

套措施、育人培养环境及教育平台构建情况进行深入研究，了

解高校特色专业育人培养的教育优势，进一步围绕深入挖掘特

色专业育人资源，为高校特色专业育人工作的推进提供人力资

源、经济资源、就业资源及市场资源的支持。其中，省域高校

分类评价将根据高校特色专业人才就业、毕业率、专业科研及

学术成果产出及教育成果转化等开展全方位的评价考核，分析

高校往期阶段与当前阶段特色专业育人工作效率有效性，根据

分析结论开展分类管理。不同地区的高校教育特色及特色专业

教育内容各不相同，针对特色专业的评价分析应保证内容客观

性，充分结合高校特色专业育人特点及教育工作需求，做好分

类管理的服务对接。以此，基于政府政策支持及资源扶持，为

省域高校特色专业的开设与育人培养工作的推进提供帮助。 

（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省域高校分类评价需要将不同地区高校及不同类别高校的

育人周期、教育时效、教育资源应用需求等内容统计，根据各

个专业教育方向、实践方法、资源应用的不同，为其进行合理

的资源配置，有效控制教育资源浪费。省域高校分类评价不仅

要从市场需求的角度进行教育分析，同时，也要考虑不同育人

环境、教育条件、企业需求及高等人才就业率等因素对于高校

育人发展的影响。所以，运用省域高校分类评价模式进行教育

资源配置的优化，有助于细化高校分类评价分析内容，明确高

校在各个阶段及各个不同时期对于教学资源的应用强度及有效

利用率。譬如，对于教学实践周期较长的技术类专业，省域高

校分类评价要根据不同技术工种、专业技术教育成果转化周期

及专业人才岗位实训要求，有计划的开展教育资源应用管理。

从而，通过教育扶持为高校制定合理的育人资源应用计划，帮

助高校提升对教学资源的有效应用能力。 

二、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实际问题 
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简化传统的评价管理流程，明确不同类

别高校的管理工作需求，细化各个类别高校管理工作内容。但

省域高校分类评价模式的运用无法实现管理实践的一蹴而就，

评价分析缺乏客观性及评价依据相对单一等问题，对于省域高

校分类评价管理仍然产生部分负面影响，促使省域高校分类管

理评价难以保证分类管理有效性，降低省域高校分类管理模式

的应用价值，进一步对省域高校分类评价优势的发挥形成限制。 

（一）高校分类评价分析存在主观性 

综合我国部分地区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结果来看，部分评价

分析存在主观性过于严重的问题，高校品牌影响力、个人影响

力及教师影响力的提升，固然对于高校提升发展竞争力提供支

持，但同样对于高校分类评价分析形成诱导。譬如，部分省域

高校分类评价分析，单方面的将高校师资力量及阶段性育人成

果产出作为评价标准，未能将媒体反馈、市场反馈、教师反馈

及学生反馈的问题纳入评估分析体系，导致部分高校的省域评

价分析难以有效开展教育资源分配，降低教育资源分配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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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进一步造成高校分类管理的失衡。虽然，省域高校分类评

价有效降低个人喜好、个人偏见对于分类评价的影响，但由于

部分评价分析结论对于高校育人工作现状缺乏深入研究。促使

高校分类评价的主观性仍然相对较为严重，难以充分完善省域

高校分类评价体系，对于未来政府机构高校分类管理埋下隐患。 

（二）高校分类评价依据较为单一 

使用单一的评价参考依据进行评价分析，难以保障省域高

校分类评价的公平性。分类评价虽然将部分类别的高校采取不

同的评价方案进行评价分析，但高校的教育工作需求及教育特

色的不同，同样对于高校分类评价的客观性产生影响。譬如，

部分面向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招生的高校，通常需要在育人培养

方面投入更多的基础学科教育资源，基于应用学科的评价模式

探究高校基础学科的教育能力及分析教育成果，则难以保证评

价分析的客观性。省域高校分类评价同样存在差异性分析不足

的问题，未能将高校的教育需求及教育能力进行匹配，而是单

方面将高校基础教学能力作为评价参考依据，降低评价结果的

可靠性。另外，省域高校分类评价应面向学生、教师与高校教

育主体进行负责，评价参考依据相对单一，将忽视教师与高校

教育主体在教育改革中的努力成果，部分长周期的教育改革方

案及教育规划，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教育成果的有效转化。进

而，使省域高校的分类评价，未能针对高校综合能力及实际教

育工作能力进行有效的评价反馈。 

（三）高校分类评价标准相对滞后 

目前，部分省域高校分类评价标准制定，仍然基于专业类

院校及技术型高校评价标准进行评价分析，对于应用型高校及

综合型高校的评价标准制定相对滞后，未能基于市场形式及人

才市场环境，制定明确的评价标准管理方案，促使部分省域高

校分类评价难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准确性。譬如，部分省域高校

分类评价将技术型高校评价标准应用普通高校评价管理，单方

面将应用学科及专业学科教育能力及育人培养工作环境作为重

要评价参考，促使普通高校的素质教育与文化教育，未能有效

纳入高校分类评价的分析管理体系。从而，降低省域高校分类

评价的科学性。高校分类评价标准相对滞后问题，主要来源于

高校评价管理规范的制定，部分地区为突出特色院校与高校的

教育优势，改变分类评价的教育评估重点，使不具备地域特色

的院校通常无法在分类评价中保持优势。长此以往，高校分类

评价标准的应用，势必难以反映高校育人培养实际需求。 

（四）高校分类评价的信息整合能力缺失 

深化评价信息管理整合，强化分类评价信息要素的有效应

用，从多个不同层面进行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管理，则是提升高

校分类评价有效性的关键。然而，部分地区的省域高校分类评

价管理，未能基于实际教育影响因素做好教育信息整合，针对

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管理，则未能指出高校基础的育人培养教

育问题，促使高校分类评价管理流于形式，难以满足多元化的

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管理工作需要。从教育产业建设的角度来看，

高校分类评价应充分契合各地区教育体系构建的基本需求。但

从现实角度分析，部分地区的高校分类评价管理，更注重高校

品牌效应、市场口碑与政府教育资质认证，对于高校实际的教

育成果产出与教育工作质量缺乏足够的关注，促使省域高校分

类评价产生结构性倾斜，难以从强化管理评估的角度，加强对

部分教育客观影响因素的探究。从而，使省域高校分类评价成

为单一的分类管理工作，难以兼顾分类管理的多元化服务功能，

导致省域高校分类评价质量的大打折扣。 

三、基于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改革载体 
省域高校分类评价需要从评价指标的科学性、适用性、数

据的收集与分析及分类评价结果的动态更新三个方面推进改革

实践。首先，省域高校分类评价分析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

指标体系，能够全面反映高校的综合实力与育人质量，具备实

际操作性与可衡量性。评价指标的选择应该根据高校的教育定

位与教育工作特点有针对性的进行评价管理，并与高校的发展

目标与地区育人需求进行匹配，保证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客观

性。其次，随着大数据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基于数据

管理模块化的育人方式成为教育工作的主流趋势，根据学生学

习能力进行数据量化指标分析，成为精准定位育人需求及教育

工作问题的科学方式。省域高校分类评价也需要将数据化管理

模式融入评价管理体系，将省域高校的育人工作能力、教育质

量、教育品牌影响与教育成果产出进行数据指标的内容量化，

采用数据分析管理的方式，明确省域高校分类管理工作方案，

满足不同类别的高校的育人工作需求。最后，省域高校分类评

价模式的应用需要在实践方面保持与时俱进，及时调整与更新

评价指标、标准、方法。相同周期下高校育人需求及育人环境

的改变，均对于教育质量、教育有效性及教育成果产出形成影

响，人为因素、环境因素、市场因素及教育管理等因素对于教

育工作的影响，也促使高校育人工作长期处于动态变化的基本

环境。省域高校分类评价要根据高校育人工作的主要方式、育

人模式及核心教育影响因素分析，动态化的做好评价管理参考

指标的调整，充跟随高校的发展变化，及时反映新的特点与趋

势，确保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前瞻性，为政府机构的分类管理

提供更为全面的内容参考。另外，省域高校分类评价改革，应

摆脱对于经验主义的单方面依赖，而是要结合发展需求与育人

需求，逐级递进的开展省域高校分类评价服务对接，了解各个

阶段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问题，为相关问题的解决做好充分的

管理铺垫。 

四、新时期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改革路径 
新时期的省域高校分类评价改革，应基于新时代育人培养

工作要求及政府政策内容，科学的开展评价分析及评价研究，

在有效了解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管理问题的同时，制定合理的教

育应对方案及问题解决策略。从而，实现对省域高校分类评价

管理质量的提升，发挥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管理工作优势。 

（一）构建基于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多元评估体系 

构建基于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多元评估体系，主要是从深

化高校育人工作研究分析及拓展高校分类评价信息获取渠道两

个层面构建分类评估管理体系。拓展高校分类评价信息管理渠

道，是指引入多种评价方法与数据来源，将教师评价、学生评

价、市场反馈及媒体舆情等均纳入高校评价分析管理体系，并

运用调查问卷分析、线上教育分析、学术成果研究等多种方式，

加强对高校育人培养工作现状的了解，基于对多种不同数据信

息内容的汇总，综合性的开展评估分析。深化高校育人工作研

究分析，则主要从教育科研成果、学生就业质量、人才培养育

人优势等多个层面，针对高校多个不同时期的教育评价成果进

行对比，分析高校各个阶段育人工作成果的成绩变化，进一步

了解高校育人工作教育环境。从而，更为客观的开展省域高校

分类评价分析。其中，需要注意的是，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多

元评估体系构建，必须考虑不同类别高校育人工作难度、教育

工作现实困境及教育限制因素等客观条件，根据不同类别高校

教育工作需求，进行高校分类评价的内容管理。以此，提升省

域高校分类评价的客观性与有效性。 

（二）增加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内容参考项 

增加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内容参考项，有助于解决高校分

类评价依据较为单一的实际问题。增加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内



思政与管理                                                                      时代教育前沿 

 120 

容参考项，并非盲目的将高校育人工作优势内容加入评价设计，

而是将高校育人培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育人工作的长期规

划，纳入省域高校的分类评价分析，根据高校周期性与短周期

育人培养教育时效及教育成果，客观的进行高校教育工作研究，

进一步将高校未来教育工作问题、面向的教育风险及高校解决

教育问题的能力作为高校分类评价的重要参考内容，促使省域

高校分类评价能在分析高校教育工作特色的同时，根据高校育

人培养内在差异及本质区别，系统化的开展评价研究。另外，

对于高校教育成果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教育转化的问题，省域高

校分类评价应先于高校做好发展趋势的教育分析，在确保高校

长周期教育计划可行性的基础上，再针对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

结论进行分析。以此，使高校未来的育人培养发展成果亦可成

为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基础参考内容之一，充分提升省域高校

分类评价的科学化水平，满足不同地区及不同环境下的省域高

校分类评价工作需求。 

（三）推进高校分类评价标准革新 

推进高校分类评价标准的革新，按照主管部门教育管理工

作要求，按照综合型高校、理工类高校、应用型高校、师范类

高校、民族类高校及技术类高校等多个不同门类。进行高校分

类评价标准的完善，并根据市场发展需求及人才市场环境变化，

制定高校分类评价的管理方案，在进一步关注高校育人工作优

势与教育特色的同时，加强对高校育人培养工作不足的分析，

将普通高校与地方特色高校的分类评价标准进行分割，采用多

套不同方案进行省域高校分类评价分析，统筹省域高校分类评

价管理规划，明确各个类型高校的分类评价管理要求，细化高

校分类评估管理责任，推进高校分类评价管理的推陈出新，保

持高校分类评价标准应用的前瞻性，为高校分类评价管理的稳

步开展夯实基础。此外，省域高校分类评价要明确评价管理涉

及的项目内容，根据高校教育项目类别的不同进行归类分析，

促使普通高校与地方特色高校的育人优势均能在分类评价方面

得到凸显。以便，为后续制定高校分类管理计划提供科学的内

容参考。 

（四）完善高校分类评价信息管理体系 

完善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信息管理体系，主要目的是解决

高校分类评价的信息整合能力缺失问题。为此，政府机构应在

高校分类管理评价体系的建设方面，考虑省内教育体系构建的

工作需求，在结合省内高等教育发展现状的同时，做好对各类

不同教育影响因素的汇总，将外部因素对于高校分类评价的影

响进行分析，并及时的做好影响因素的内容汇总，进一步在评

价结果中指出高校教育问题，明确高校未来育人培养主体方向，

使高校能按照政府分类管理规划，合理的开展教育资源应用。

另外，对于部分省域高校分类评价产生结构性倾斜的问题，政

府机构应加强对分类评价管理制度的优化，降低对高校品牌效

应及市场口碑的过度关注，而是将其作为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

参考内容加以运用，重点提升对于高校育人培养教育服务能力

的关注，并面向部分省内高校毕业生开展系统性的教育调研，

分析高校在育人培养方面的工作需求及教育质量，通过与高校

开展服务对接强化问题信息反馈，促使省域高校分类管理评价

能兼顾多种不同的服务功能，提升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科学化

水平。 

（五）搭建省域高校分类评价数据应用管理平台 

搭建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数据应用管理平台，是指基于大

数据信息管理模块强化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规范性，基于数据

媒体技术及大数据分析技术，为省域高校分类评价提供支持。

譬如，政府机构可以根据高校专业门类、教育特点及教育工作

质量进行归类分化，并将高校归为三个或三个以上评价等级，

按照高校不同阶段及不同专业育人培养工作成果产出及教育综

合信息，将高校各个项目评价阈值设置为 A、B、C、D、E 五

个分值阶段，各个项目需要累积三个以上 C 级分值，方能提升

评价等级。该方式的运用，可以采用数据化管理更为直观的了

解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的信息内容，明确各个不同类别高校的育

人工作优势，并将高校实际教育水平及教育工作有效性按照五

个分值阶段进行标记。对于处于较低评价等级的高校，政府机

构应加强对此类高校的关注度，适当的降低对此类高校的评价

管理标准及扶持标准。对于评价等级相对较高的高校，则可相

应的提升评价管理标准及扶持力度。从而，保证省域高校分类

评估数据应用的科学性。 

结语 
综上所述，省域高校分类评价模式的运用，提升政府机构

教育管理工作的实效性与便捷性。新时期对于省域高校分类评

价管理模式的应用，需要面向高等人才育人培养体系建设做好

进一步完善，结合教育政策要求及教育工作需求，有针对性的

做好省域高校分类评价管理预案，为政府机构更好推进高校管

理服务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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