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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 

本科生 全日制在校生总数 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 

7902 12602 62.7 

 

2、教师数量及结构 

专任教

师 数

（人）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初级 无专业技术职务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1311 358 27.3 446 34.01 434 33.1 44 3.35 29 2.21 

 

3、专业设置情况 



全校本科专业总数：本科专业 12 个 

当年本科招生专业总数：本科招生专业 12个 

当年新增专业：0 个 

停招专业名单：0 个 

4、生师比（12.84） 

折合教师数=专任教师+外聘教师*0.5=1311+15*0.5=1319 

生师比=折合在校生数/折合教师数=16933.2/1399=12.84 

折合在校生数 16933.2 

 

5、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27140元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

备值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元） 

折合在校生

数 27140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教学科研

仪器设备总值/折和在校学生数 
459580602 16933.2 



 

6、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6735.5841万元 

 

7、生均图书 

生均图书 
图书总数（册） 折合在校生数 

70.74 
生均图书=图书总数/折合在校生

数 1197937 `16933.2 

 

8、电子图书(518492 册)  

电子期刊种数：13729 万种 

 

9、生均教学行政用房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 
教学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

用房 

全日制在校生

数 
8.98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教学及辅助用房

面积+行政办公面积）/全日制在校生



101620.9 12602 数     

 

10、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共 6851.63万元。 

 

11、本科专项教学经费 

本科专项教学经费共 8649.50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表 1-2  2017年本科专项教学经费情况 

序号 专项教学经费 2017年 

1 合计 8,649.50 

2 教学改革支出 2,542.78 

3 专业建设支出 1,588.53 

4 实践教学支出 1,939.21 

5 其中：实验经费支出 699.67 

6 实习经费支出 345.16 

7 思政理论课支出 40.00 

8 其他教学专项 1,862.97 

9 学生活动经费支出 527.49 



10 教师培训进修专项经费支出 148.52 

  

 

12、生均本科实验经费：940.8 元 

本科实验经费共 3167.72万元。 

13、生均本科实习经费：0.0464.11 万元 

本科实习经费共 345.16 万元。 

14、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 721 门 

 

15、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可按学科门类）：见下表 

16、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可按学科门类）：见下表 

学科

门类 

专业名称 实践教学

学分比重 

选修课学

分比重 医学 中医学（5+3）（本科阶段） 38% 18% 



中医学（5+4）（本科阶段） 36% 17% 

中医学（五年制） 40% 18% 

针灸推拿学（五年制） 39% 20% 

中医学（留学生） 36% 13% 

针灸推拿学（留学生） 41% 15% 

中医学（五年制）（台港澳） 34% 12% 

中药学 46% 21% 

药学 43% 21% 

中药制药 45% 22% 

护理学 40% 20% 

管理

学 

公共事业（卫生事业）管理 32% 22% 

工商管理（药事管理） 33% 23%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7% 22% 

法学 法学（医药卫生） 29% 22% 



文学 英语（医学） 31% 23% 

平均值 38% 38% 

备注：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可按学科门类）：我校统计为学生毕业时要求的选修课学分占总课程学分比例。 

17、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98% 

 

18、教授讲授本科课程占课程总数的比例：85% 

 

19. 应届本科生毕业率： 

   本科生毕业率:  96.66% 

   研究生（七年制后两年）：  100% 

20．应届本科生学位授予率： 

   本科生学位授予率:  95.66% 

   硕士（七年制后两年）: 93.33% 



21、应届本科生初次就业率：97.77% 

22、体质测试达标率：95.5％ 

 

23 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 

为了更好地了解我校本科生对学校、专业整体教学情况以及学校设施的满意度情况，2018 年 11 月，学工部以

我校在校本科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研，测评大学生的学习满意度，为我校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一、调查对象与量表设计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对象是从我校本科生中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共 2221 人参与调查。其中大一 737 人，占样本总量 33%；大

二 534 人，占 24%；大三 568 人，占 26%；大四 282 人，占 13%；大五 100 人，占 5%。在专业方面，中医学长学制

813 人，占样本总量 37%，医学五年制（含中医五、针灸五）459 人，占 21%，药学类 649 人，占 29%，管理类 196

人，占 9%，人文类（含英语、法学）85 人，占 4%，其他 19 人，占 1%。男生 653 人，占样本总量 29%，女生 1568

人，占 71%。政治面貌情况：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63 人，占样本总量 3%，共青团员 2085 人，占 94%，群众 73



人，占 3%。学生家庭来源情况：来自直辖市 283 人，占样本总量 13%，来自省会城市 311 人，占 14%，来自地级市

567 人，占 26%，来自县城 485 人，占 22%，来自农村 575人，占 26%。其中，担任学生干部（包括班、院、校各级

干部）765 人，占样本总量的 34%。 

（二）量表编制方法 

本研究所用问卷内容主要涉及基本情况、专业培养和课程设置、课堂教学、学业条件和氛围、后勤保障和生活满意

度、教学效果等。调查表共设置 63 个条目，且均为封闭式问题。前 6 道题目为个人基本信息调查，主干问题一共

有 57 道，主要条目均设有 5 个等级答案，主要为“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的逐渐递进的有序等级备选项，

同时也设计了个别单项选择题目。 

二、调查分析 

（一）专业培养和课程设置 

1.对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满意度：62%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比 2017 年度增长 4%；34%的学生表示

一般；4%的学生选择了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 

2.对专业学习的满意度，71%的学生对专业学习感到非常满意或满意，比 2017 年增长 7%；26%的学生觉得一般；仅



3%的学生表示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 

（二）课堂教学 

课堂学习包括教师的讲授和学生的参与。 

1.对教师的教学态度及方法满意度：87%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者满意，较 2017 年增长 4%；12%的学生表示一般。

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态度及方法的满意度较去年略有提升。 

2.对当前学校的考核方式的评价：62%的学生表示对此方式非常满意或满意，较 2017 年增长 2%；35%的学生觉得一

般；2%的学生表示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 

3.学生自己的课堂活跃度评价：46%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 48%的学生表示一般；6%的学生表示不满意或者

非常不满意。 

4.对自身课堂（必修，选修所有课程）出勤率的评价：94%的学生表示能够保证至少 90%以上的出勤率，较 2017 年

增长 5%；6%的学生表示能够保证至少 80%的出勤率；仅有 1%的学生表示能够保证至少 60%的出勤率。学生对自身课

堂出勤率的评价较去年明显提升。 

5.对掌握知识的效率评价:33%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51%的学生表示一般；15%的学生表示不满意或者非常不



满意。 

（三）学习条件和氛围 

1.对于班级的文化氛围评价中，68%的学生感到满意，28%的学生认为一般，3%的学生表示不满意。班级学习纪律满

意度上，78%的学生表示满意，21%的学生表示一般，仅有 1%的学生表示不满意，较 2017 年“不满意”比重下降 1%。 

2.学生对于自身学业发展的满意度：54%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40%学生表示一般；仅有 6%的学生表示不满意或

非常不满意。 

3.大学学习对塑造我们良好的性格和品质所起的作用：82%的学生认为非常有帮助或有帮助；16%的学生认为一般；

仅有 2%的学生认为无帮助。 

4.对师生关系的评价：72%学生表示构建了非常良好或比较良好的师生关系；27%学生表示师生关系一般；1%学生认

为并没有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 

（四）后勤保障和生活满意度调研 

1.学生对后勤保障（餐饮、住宿）满意度：64%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者满意；28%的学生表示一般；9%的学生对寝

室条件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较 2017年“不满意”比重下降 1%。 



2.在对学校的体育设施满意度评价上，38%的学生表示满意，40%的学生表示一般，21%的学生表示不满意。 

3.对大学学习和生活自由度的满意度评价：78%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较 2017 年提升 6%；19%的学生表示一

般；仅 3%的学生表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4.学校学习硬件（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等）设施:53%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较 2017年提升 7%；35%的学

生表示一般；13%的学生表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较 2017 年度“不满意”程度下降 5%。 

5.对学校生活的整体满意度评价，73%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较 2017 年提升 5%；24%的学生表示一般；仅有

2%的学生表示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较 2017 年度“不满意”程度下降 3%。 

（五）教学效果 

1．在将课堂上所学知识综合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的满意度：68%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即认为自己可以将所学

知识大部分或部分综合运用到实际生活中；28%学生表示一般，认为学习与实践之间有一定的隔阂；4%表示非常不

满意或不满意，即无法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去。 

2. 对于学校安排的实习实践活动（包括跟诊、医院实习、暑期社会实践、参观考察、科创项目等）的满意度：63%

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31%的学生表示一般；6%的学生表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3.立足于职业规划与将来自身的发展，对所学到的知识满意度：60%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即认为自己的专业对未

来职业发展有一定帮助；34%表示这种帮助程度一般；6%表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即所学知识无法对未来职业发

展有所规划。 

4．通过课堂内外的学习，在学习力及处理各种事物的技巧的提升：61%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即认为自己课

堂内外的学习，有学习力及处理各种事物的技巧的提升；36%的学生表示这种提升程度一般；3%的学生表示不满意

或非常不满意。 

三、研究结论 

（一）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于自身课堂出勤、教师的教学态度及方法、大学学习对性格和品质的塑造、朋辈关系

评价的满意度高，分别为 94%、87%、82%和 84%。良好的教学评价、师生及同学关系对于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生

活及个人成长能够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 

（二）学校专业及课程设置合理性进一步提升。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对于学校人才培养及课程设置的满意度、对于

专业学习的满意度明显上升。结果证明，学校一年来优化培养方案及课程改革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 

（三）对于学校后勤保障（餐饮、住宿）、硬件设施建设的满意度进一步提升。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于后勤保障



（餐饮、住宿）、学校学习硬件（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等）的满意度分别为 64%和 53%，与 2017 年调查结果略

有提升，说明学校一年来在加快硬件设施建设投入，加快推进新校区建设进程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四）学生对于自身专业学习的效果评价有待进一步提升。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于掌握知识的效率评价和对自身

学业发展的满意度不高，分别为 33%和 54%。结合学生对于学校专业及课程设置满意度较高的调研结果，研究证明，

学生对于自身学习状况不满意的现状原因主要集中在自身学习方式、方法和学习态度上。因此，如何帮助学生端正

学习态度、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从而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应成为未来我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点。 

24、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调查（调查方法与结果） 

一、用人单位调查对象与方法 

根据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4-2017 年毕业生主要流向确定用人单位数据源，选取 2016 年 9 月-2017 年 8 月校园招聘高峰期在校园内

举办招聘会的用人单位为研究对象。本次调查委托第三方机构——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进行，调查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1 日

--2017 年 10 月 10 日。调查方法采用问卷法，共发放问卷 107 份，回收 107 份。剔除无效问卷，有效问卷 101 份，有效率为 94.39%。

采用 Excel 建立数据库并用 SPSS20.0 进行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 



二、用人单位调查样本特征 

参与调查的用人单位在单位所在地、单位性质、单位行业、人员规模方面的分布如下表所示。其中，北京地区（75.25%），事业单

位（53.47%），社会服务与管理行业（58.42%）及 1000 人以上（38.61%）类型的用人单位所占的比例最高。 

 

表1  样本特征 

  N % 

单位所在地 北京地区 76 75.25 

京外地区 25 24.75 

单位性质 机关 4 3.96 

事业单位 54 53.47 

国有企业 7 6.93 

三资企业 5 4.95 

民营/私营企业 26 25.74 

其他 5 4.95 

单位行业 制造业 12 11.88 

商业服务业 3 2.97 

信息产业 6 5.94 

教育及科研行业 12 11.8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 2.97 

社会服务与管理行业 59 58.42 

其他行业 6 5.94 



人员规模 100 人及以下 22 21.78 

100-300 人 20 19.80 

300-1000 人 20 19.80 

1000 人以上 39 38.61 

 

三、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需求 

（一）对各项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重视程度 

调查显示，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时重视程度较高的三项职业能力依次为：专业性知识与技能、学习能力、沟通与表达能力。同时，

用人单位重视程度较高的三项职业素养依次为：责任感强、爱岗敬业、勤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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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对毕业生各项职业能力的重视程度 

 

图2 对毕业生各项职业素养的重视程度 

（二）对毕业生职业发展有助益的学校经历 

用人单位认为对毕业生职业发展最有助益的前三项学校经历依次为：实习实践活动、担任学生干部、课堂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助

益程度较低的三项学校经历依次为：获得专利、竞赛活动、公开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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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对毕业生职业发展有助益的学校经历 

（三）优秀毕业生特征 

用人单位认为在该单位工作中表现优秀的毕业生所具备的最主要的三项特征是：实习实践经历丰富、专业对口、学历层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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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工作中表现优秀的毕业生所具备的特征 

 

（四）转换工作的原因 

用人单位认为毕业生入职后之所以选择更换工作，主要原因依次为：工作压力太大、难以胜任工作要求、不能实现职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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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毕业生入职后转换工作的原因 

四、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培养质量的评价 

（一）总体满意度评价 

用人单位对所招聘的本校毕业生总体满意度均值为 4.35，相当于百分制的 86.93 分。其中，96.04%的单位表示对毕业生“很满意”

或“满意”，0.99%则表示“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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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总体满意度评价 

（二）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满意度评价 

用人单位对所招聘的本校毕业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满意度均值为 4.36，相当于百分制的 87.13 分。其中，96.04%的单位表示对

毕业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很满意”或“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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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满意度评价 

（三）对求职积极程度的评价 

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表现的积极程度评价均值为 4.35，相当于百分制的 86.93 分。其中，认为本校毕业生“很积

极”或“积极”的单位占 89.10%，认为本校毕业生“很不积极”的占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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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对求职过程中表现的积极程度评价 

五、用人单位对本校就业服务的评价 

（一）有效校园招聘渠道 

用人单位招聘本校毕业生最常用的三个校园招聘渠道依次为：学校组织的招聘会、学校组织的宣讲会、学校发布的招聘信息；较

不常用的三个校园招聘渠道为：校企合作培养、其他校园渠道、校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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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有效校园招聘渠道 

对于学校提供的校园招聘服务，用人单位的满意度均值为 4.35，相当于百分制的 86.98 分。其中，对学校服务“很满意”或“满

意”的单位占 9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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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校园招聘渠道服务的满意度 

（二）对本校提供的就业服务的需求和评价 

调查用人单位需要本校提供的就业服务，数据显示，最需要的前三项就业服务依次为：招聘信息的发布（2.62）、校园招聘会的组

织（1.94）、学校对毕业生的推荐工作（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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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对本校提供就业服务的需求程度 

从参与情况来看，用人单位参与最多的前三项就业服务依次为：依次为：校园招聘会的组织（91.09%），招聘信息的发布（90.10%），

就业派遣手续的办理（90.10%）。而从满意程度看，就业派遣手续的办理（4.33）、招聘信息的发布（4.27）、配合用人单位开展人力资

源调查（4.25）是用人单位较为满意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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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对本校提供的就业服务的参与和评价 

 

 

25、其它与本科教学质量相关数据 

2017-2018 学年共立项校级教育科研课题 65项，其中重点课题 4 项，一般课题 6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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