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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材料主要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其表达方式以叙述、说明为
主,在语言运用上要突出陈述性,把事情交代清楚,充分显示内
容的真实和材料的客观。报告的作用是帮助读者了解特定问
题或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一流专业自评报告篇一

对于高分考生，我赞同社会上的主流观点，即在学校和专业
两个因素中应该优先考虑学校，以进入好大学为首要目标。
我们曾经依据学校的综合排名和新生高考成绩两项标准将中
国最好的108所高校分为5个档次，不同档次的学校之间存在
明显差异。著名企业招聘和大学录取研究生时，都会更青睐
更好大学的毕业生，学校和专业相比，学校给个人带来
的“品牌效应”会更加显著。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中专业
教育只占一部分，而好大学的通识教育水平和整体培养环境
是普通大学无法比拟的，在好大学接受教育对学生的长远发
展更为有利。因此，对于高分考生，在学校选择上应当就高
不就低，优先报考更高档次的学校。除非个人有坚定的职业
发展目标和理性的专业兴趣，不建议为了满足专业喜好而选
择低一档的大学。

中国内地好大学的数量，我认为大致在100-120所左右，比如
在上海一本批次招生的高校有125所(2015年)，211高校有112
所，我们按照排名来划分的中国好大学是108所，等等，而这
些从不同角度确定的好大学名单之间的重合程度非常高，也
就是说，广泛认可的好大学有100-120所。按120所计算，好
大学占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比例不到5%，占本科层次普
通高校的比例也不到10%。因此，实际上大部分考生很难进入
好大学，而是要在另外90%的一般大学中进行选择。为了方便



分析和论述，在后文中我们界定211高校为好大学，姑且
称211高校以外的普通高校为“二流”大学。

专业评价和大学评价并没有根本的不同，都可以从声誉、资
源、师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几个维度去展开。但是专
业数量有数百个之多，由于数据统计和工作量的关系，可靠
的分专业的排名目前还比较少，而考生最为关心的毕业后的
就业情况更是很少在排名中得到体现。我们曾经对300多个本
科专业每个专业内不同高校的毕业生就业率进行了排名，但
就业率并不能反映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如专业对口情况、薪
资水平、就业满意度等，现阶段，还没有任何公开的渠道可
以获取这些就业质量数据，所以也就很难从就业角度来对不
同学校的相同专业进行比较和选优。因此，从实际出发，我
们选择用国家重点学科作为衡量好专业的标准。国家重点学
科是教育部择优确定并重点建设的培养创新人才、开展科学
研究的重要载体。重点学科的遴选非常严格，考察的重点是
学术队伍和科研成果，能够入选重点学科的都是在该学科学
术水平最高的机构，因此可称之为一流专业。至今为止，国
家共组织过三次重点学科的评选工作，2007年教育部公布了
最近一轮评估结果。根据这次评估的结果，可以获知一流专
业在不同类型高校中的分布情况，特别是在“二流”大学中
的分布情况。

2007年公布的重点学科名单分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和二级
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其中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所覆盖的二
级学科均为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各类高校中的分
布如图1、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的一流专业
还是聚集在好大学里，985高校和211高校占有91%的一级重点
学科和76%的二级重点学科，非211普通高校的一级重点学科
和二级重点学科分别只占6%和18%。从重点学科的学校覆盖面
来看，有一级重点学科的普通高校共计79所，有二级重点学
科的普通高校共计165所，也就是说，千余所普通高校中高
达80%以上都没有一流专业。



非211普通高校的重点学科主要分布在理学、工学、农学、医
学等理科门类。非211普通高校的所有16个一级重点学科都是
理科门类下的学科(表1)，有关高校主要是理工、石油、农业、
医药等行业院校。非211普通高校的123个二级重点学科中，
理科门类下的也占绝大多数，达80%，而文科门类的只占20%。
文科门类的二级重点学科所在的高校涉及财经、政法、师范、
语言、艺术等类型(表2)，这些重点学科实际上就是所在高校
的特色和传统优势所在。

国家重点学科可以成为考生专业选择的参考，但前提是考生
对相应的专业有理性的认知和明确的兴趣。特别是对那些成
绩虽不能达到好大学的录取标准，但是又对某个专业有坚定
兴趣甚至有志于在该专业继续深造的考生，了解“二流”大
学中的一流专业在报考时就会很有价值。但是，专业方向不
明确的同学，应该首先分析自己的专业兴趣所在，不能盲目
追求国家重点学科，更不建议对a专业已有明确兴趣的考生去
选择并无兴趣但是国家重点学科的b专业。

一流专业自评报告篇二

一流本科专业，简称：一流专业，是指教育部以一流本科教
育为基础实施“双万计划”建设的`本科专业，分为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省级一流本科专业、校级一流本科专业。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方案由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制订，按
照建设总量不超过本行政区域内本科专业布点总数的20%，分
三年统筹规划，报教育部备案后与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同步
组织实施。每年9月底前，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本年度省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报教育部，当年10月与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一并公布。



一流专业自评报告篇三

1.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工作分三年完成。每年3月启动，
经高校网上报送、教育主管部门或高校提交汇总材料、高等
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提出推荐意见等，确定建设点名单，当
年10月公布结果。

2.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方案由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制订，
按照建设总量不超过本行政区域内本科专业布点总数的20%，
分三年统筹规划，报教育部备案后与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同
步组织实施。每年9月底前，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本年度省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报教育部，当年10月与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一并公布。

3.入选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专业，如同时入选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按照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公布。
空出的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额可延至下一年度使用。

4.根据、一流本科专业点建设情况，将对各专业类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的建设数量和建设进度进行统筹。

一流专业自评报告篇四

在“一流本科教育”基础上再引入“一流本科专业”的概念，
专项投资建设“一流本科专业”与投资整体建设一流本科教
育。“一流专业”是一个比较概念，在全国范围或者世界范
围内对专业进行比较，才能认定“一流”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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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学生创新成果

一流专业自评报告篇五

新华网北京4月23日电(记者李惠子)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
牛津大学等世界顶尖高校的校长23日齐聚北京清华大学出席
全球大学校长峰会暨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第15届校长年会，共
同分享治校管理经验。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开幕式演讲中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离不开世界，世界高等教育的繁荣需要中国的参与和建设。
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更加严谨的态度，更加务实的
举措”加强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合作，通过项目学
习和借鉴，在推动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

袁贵仁说，中国政府去年颁布了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人才
培养和科学研究整体水平全面提升，“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
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

他说，中国将把提高质量作为核心任务，坚持走“有特色、



高水平”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更加注重发展理念的转变，更
加注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更加注重管理体制机制的完善，
促进大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作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活动的组成部分，全球大学校长峰会
暨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第15届校长年会以“全球社会经济发展
与高等教育”为主题，探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大学面临的责
任、使命和挑战。来自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余所大学的校
长出席并围绕大学治理、教育创新、跨学科研究发展、大学
的社会责任、国际合作趋势、校园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研
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