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2018-2019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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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专任教师 

数量 比例（%） 

总计 1,570 / 

职称 

教授 171 10.89 

副教授 225 14.33 

讲师 121 7.71 

助教 3 0.19 

其他正高级 240 15.29 

其他副高级 312 19.87 

其他中级 442 28.15 

其他初级 44 2.8 



项目 
专任教师 

数量 比例（%） 

未评级 12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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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 

折合教师数=专任教师+外聘教师*0.5=1570+8*0.5=1574 

生师比=折合在校生数/折合教师数=16933.2/1574=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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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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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设备值 459580602 16933.2 研仪器设备总值/折和在校学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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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册） 折合在校生数 

73.77 
生均图书=图书总数/折

合在校生数 124.93 16933.2 

8、电子图书(136.68 万册)  

电子期刊种数：17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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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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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生数 201345.91 12602 

10、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共 10405.97 万元。 

11、本科专项教学经费 



本科专项教学经费共 10506.99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表 1-2  2018 年本科专项教学经费情况 

序号 专项教学经费 2018年 

1 合计 10506.99 

2 教学改革支出 2669.58 

3 专业建设支出 2774.86 

4 实践教学支出 1985.63 

5 其中：实验经费支出 736.84 

6 实习经费支出 551.19 

7 思政理论课支出 85.02 

8 其他教学专项 2151.89 

9 学生活动经费支出 555.02 

10 教师培训进修专项经费支出 284.99 



 

12、生均本科实验经费：979.7 元 

本科实验经费共 736.84 万元。 

13、生均本科实习经费：732.87元 

本科实习经费共 551.19 万元。 

14、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733门 

15、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可按学科门类、专业）：见下表 

16、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可按学科门类、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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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黄国医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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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7、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不含讲座，全校及分专业）：98% 

序号 专业名称 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 

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00% 

2 中药制药 100% 

3 中药学 93% 

4 中医学 94% 

5 公共事业管理 100% 

6 康复治疗学 100% 

7 药学 100% 

8 药事管理 100% 

9 针灸推拿学 94% 

10 法学 100% 

11 英语 100% 

12 护理学 100% 

13 合计 98% 

 



18、教授讲授本科课程占课程总数的比例：85% 

序号 专业名称 教授本科课程占课程总数的比例% 

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86 

2 中药制药 85 

3 中药学 84 

4 中医学 88 

5 公共事业管理 80 

6 康复治疗学 83 

7 药学 81 

8 药事管理 83 

9 针灸推拿学 86 

10 法学 88 

11 英语 81 

12 护理学 88 

13 合计 85 

 

19、实践教学及实习实训基地（分专业） 

北京中医药大学校级实践教学基地一览表 



序号 基地名称 所在

地 

挂牌名称 基地性质 面向专业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直属附属医院 全校各专业 

2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直属附属医院 全校各专业 

3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直属附属医院 全校各专业 

4 枣庄市中医医院 山东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枣庄医院） 直属附属医院 全校各专业 

5 深圳市龙岗区中医院 深圳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五临床医学院（深圳医院） 直属附属医院 全校各专业 

6 北京市房山区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六临床医学院（房山医院） 直属附属医院 全校各专业 

7 铜川市中医医院 陕西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七临床医学院 

（孙思邈医院） 

直属附属医院 全校各专业 

8 厦门市中医院 福建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八临床医学院（厦门医院） 直属附属医院 全校各专业 

9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日友好临床医学院 非直属临床医学院 全校各专业 

10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广安门临床医学院 非直属临床医学院 全校各专业 

11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西苑临床医学院 非直属临床医学院 全校各专业 

12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望京临床医学院 非直属临床医学院 全校各专业 

1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临床医学院 非直属临床医学院 全校各专业 

14 护国寺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非直属附属医院 非直属附属医院 全校各专业 

15 山西省中医院 山西 北京中医药大学非直属附属医院 非直属附属医院 全校各专业 

16 重庆市中医院 重庆 北京中医药大学非直属附属医院 非直属附属医院 全校各专业 

1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18 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19 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20 北京老年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21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22 北京市怀柔区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23 北京市昌平区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24 北京博仁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25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基地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26 河北中医学院药学院 

实验实训中心 

河北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教学实习基地 实践基地 全校各专业 

27 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实践教学基地 实践基地 全校各专业 

28 北京仟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实践教学基地 实践基地 全校各专业 

29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实践教学基地 实践基地 法学专业 

 

北京中医药大学院级实践教学基地一览表 

序号 依托学院 基地名称 所在地 面向专业 

1 中医学院 平心堂中医门诊部 北京 中医学专业 

2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东直门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 中医学专业 

3 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北京 中医学专业 

4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 中医学专业 

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北京 中医学专业 

6 中药学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北京 中药学院各专业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 中药学院各专业、护理学专业 

8 北京市肛肠医院（北京市二龙路医院） 北京 中药学院各专业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北京 中药学院各专业 

10 北京华海田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中药学院各专业 

11 管理学院 朝阳区卫计委 北京 管理学院各专业 

12 朝阳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北京 管理学院各专业 

13 天健源达公司 北京 管理学院各专业 

14 西城区卫计委 北京 管理学院各专业 

15 北京市疾控中心 北京 管理学院各专业 

16 西城区德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 管理学院各专业 

17 北京市药品审评中心 北京 管理学院各专业 

18 北京同仁堂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管理学院各专业 

19 北京燕化医院 北京 管理学院各专业 

20 护理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 护理学专业 

21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 护理学专业 

22 解放军 302医院 北京 护理学专业 

23 安贞医院 北京 护理学专业 

24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 护理学专业 

25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 护理学专业 

26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北京 护理学专业 



27 积水潭医院 北京 护理学专业 

28 北京医院 北京 护理学专业 

20、应届本科生毕业率（全校及分专业） 

本科生毕业率: 98.23% 

北京中医药大学二○一九届本科毕业生毕业情况统计表 

序号 专    业 应届毕业生数 毕业人数 毕业率 

1 中医学（岐黄国医班） 33 33 100.00% 

2 中医学（卓越中医班） 79 79 100.00% 

3 中医学（卓越中医京华班） 27 27 100.00% 

4 中医学（卓越中西医班）1班 24 24 100.00% 

5 中医学（卓越中西医班）2班 40 40 100.00% 

6 中医学（卓越针灸推拿班） 52 52 100.00% 

7 中医学（五年制） 150 147 98.00% 

8 中医学（实验班） 47 46 97.87% 

9 中药学（时珍国药） 24 24 100.00% 

10 中药学（卓越中药师） 30 29 96.67% 

11 中药学 39 38 97.44% 



12 中药学（中药分析） 30 30 100.00% 

13 中药学（中药资源与鉴定） 28 26 92.86% 

14 药学 28 28 100.00% 

15 中药制药 27 27 100.00% 

16 中药制药（生物制药） 29 28 96.55% 

17 针灸推拿学 80 75 93.75% 

18 针灸推拿学（针刀） 31 31 100.00% 

19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 30 28 93.33% 

20 工商管理（药事管理） 24 24 100.00% 

2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1 21 100.00% 

22 护理学（对外交流班） 48 48 100.00% 

23 护理学（四年制） 64 63 98.44% 

24 英语（医学）（五年制） 39 39 100.00% 

25 英语（医学）（四年制） 16 16 100.00% 

26 英语（中医药国际传播） 18 18 100.00% 

27 法学（医药卫生） 38 37 97.37% 

28 中医学（五年制）台港澳 75 74 98.67% 

  全日制本科小计 1171 1152 98.38% 

29 留学生（中医学专业） 24 22 91.67% 

30 留学生（中医学英文班） 5 5 100.00% 

31 留学生（针灸推拿学专业） 21 20 95.24% 

32 留学生（中医学中新双学位） 23 23 100.00% 



  留学生本科小计 73 70 95.89% 

  全体合计 1244 1222 98.23% 

21、应届本科生学位授予率（全校及分专业） 

本科生学位授予率: 97.59% 

北京中医药大学二○一九届本科毕业生学位情况统计表 

序号 专    业 应届毕业生数 授予学士人数 学位授予率 

1 中医学（岐黄国医班） 33 33 100.00% 

2 中医学（卓越中医班） 79 79 100.00% 

3 中医学（卓越中医京华班） 27 27 100.00% 

4 中医学（卓越中西医班）1班 24 24 100.00% 

5 中医学（卓越中西医班）2班 40 40 100.00% 

6 中医学（卓越针灸推拿班） 52 52 100.00% 

7 中医学（五年制） 150 145 96.67% 

8 中医学（实验班） 47 45 95.74% 

9 中药学（时珍国药） 24 24 100.00% 

10 中药学（卓越中药师） 30 29 96.67% 

11 中药学 39 38 97.44% 



12 中药学（中药分析） 30 30 100.00% 

13 中药学（中药资源与鉴定） 28 26 92.86% 

14 药学 28 28 100.00% 

15 中药制药 27 27 100.00% 

16 中药制药（生物制药） 29 28 96.55% 

17 针灸推拿学 80 74 92.50% 

18 针灸推拿学（针刀） 31 31 100.00% 

19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 30 28 93.33% 

20 工商管理（药事管理） 24 24 100.00% 

2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1 21 100.00% 

22 护理学（对外交流班） 48 48 100.00% 

23 护理学（四年制） 64 63 98.44% 

24 英语（医学）（五年制） 39 38 97.44% 

25 英语（医学）（四年制） 16 15 93.75% 

26 英语（中医药国际传播） 18 18 100.00% 

27 法学（医药卫生） 38 37 97.37% 

28 中医学（五年制）台港澳 75 72 96.00% 

  全日制本科小计 1171 1144 97.69% 

29 留学生（中医学专业） 24 22 91.67% 

30 留学生（中医学英文班） 5 5 100.00% 

31 留学生（针灸推拿学专业） 21 20 95.24% 

32 留学生（中医学中新双学位） 23 23 100.00% 



  留学生本科小计 73 70 95.89% 

  全体合计 1244 1214 97.59% 

22、应届本科生初次就业率（全校及分专业） 

2018届本科生初次就业率（全校及分专业） 

专业 总人数 签约 升学 出国 劳动

合同 

单位用

人证明 

自由

职业 

自主

创业 

志愿服

务西部 

参军 就业率 

中医学 191 7 113 6 5 37 1 0 1 0 89.01% 

中药学 147 12 49 14 6 61 0 1 0 0 97.28% 

中药制药 31 1 11 3 4 10 0 0 0 0 93.55% 

中药制药 

(生物制药) 

21 0 9 4 4 3 0 0 0 0 95.24% 

药学 27 0 12 5 1 8 0 1 0 0 100.00

% 

针灸推拿学 90 5 44 0 1 37 0 0 0 1 97.78% 

工商管理 

(药事管理

方向) 

1 1 0 0 0 0 0 0 0 0 100.00

% 

工商管理 36 3 14 1 2 12 0 1 2 0 97.22% 

公共事业管

理(卫生事

业) 

57 3 20 1 4 17 0 6 2 0 92.98% 

法学（医药

卫生） 

37 1 7 1 0 27 1 0 0 0 100.00

% 



英语（医

学） 

39 1 11 4 4 18 0 0 0 0 97.44% 

护理学 112 55 11 0 19 24 0 0 0 0 97.32% 

总计 789 89 301 39 50 254 2 9 5 1 95.06% 

23、体质测试达标率：94％ 

序号 校内专业（大类）名称 体质测试达标率 

1 中医学专业(岐黄国医班) 96% 

2 中医学专业 96% 

3 中医学专业(5+3 一体化儿科班) 88% 

4 中医学专业(实验班) 95% 

5 中医学专业(5+3 一体化中西医结合班) 92% 

6 中医学专业(5+3 一体化) 95% 

7 法学专业(医药卫生) 89% 

8 英语专业(医学) 88% 

9 英语专业(中医药国际传播) 84% 

10 中药学专业(时珍国药班) 82% 

11 药学专业 89% 

12 中药学专业 92% 

13 中药制药专业 94% 

14 中药学专业(4+2 一体化) 87% 

15 护理学(二本) 98% 

16 护理学(一本) 99% 

17 工商管理专业(药事管理方向) 93% 

18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卫生事业) 95% 



19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90% 

20 药事管理专业 98% 

21 针灸推拿学专业 92% 

22 康复治疗学专业 95% 

23 中医学专业(5+3 一体化针灸推拿班) 96% 

24 总数 94%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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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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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 人参与调查。其中大一 601 人，占样本总量 37%；

大二 434人，占 27%；大三 322 人，占 14%；大四 227 人，占 14%；大五 33 人，占 2%。在专业方面，中医学长学制

490 人，占样本总量 30%，医学五年制（含中医五、针灸五）289 人，占 18%，药学类 277 人，占 17%，管理类 129

人，占 8%，护理学类 218 人，占 13，人文类 209 人，占 13%。男生 739 人，占样本总量 46%，女生 878 人，占 54%。



政治面貌情况：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61 人，占样本总量 4%，共青团员 1447 人，占 89%，群众 108 人，占 7%。

学生家庭来源情况：来自直辖市 312 人，占样本总量 19%，来自省会城市 245 人，占 15%，来自地级市 388 人，占

24%，来自县城 328 人，占 20%，来自农村 344 人，占 21%。其中，担任学生干部（包括班、院、校各级干部）627

人，占样本总量的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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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个条目，且均为封闭式问题。前 7 道题目为个人基本信息调查，主干问题

一共有 72 道，主要条目平均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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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设计了个别多项选择题目和问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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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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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校当前课程考核方式满意度：61%的学术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35%的学生表示一般；4%的学生选择了不

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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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者满意；13%的学生表示一般；1%的学生选择了

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2.对当前学校的考核方式的评价：61%的学生表示对此方式非常满意或满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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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身课堂（必修，选修所有课程）出勤率的评价：93%的学生表示能够保证至少 90%以上的出勤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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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掌握知识的效率评价:41%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较 2018 年增加上升 8%；44%的学生表示一般；16%

的学生表示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 

（三）学习条件和氛围 



1.对于学校的文化氛围评价中，78%的学生感到非常满意或满意，20%的学生认为一般，3%的学生表示不满意。 

2.对于班级学习学习文化氛围评价中，66%的学生感到非常满意或满意，30%的学生表示一般；在班级纪律满意

度上，76%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22%的学生表示一般，2%的学生表示不满意，较 2018 年满意程度有所下降。 

3.学生对于学校安排的实习时间活动评价中，64%的学生感到非常满意或满意，31%的学生表示一般，5%的学生

表示不满意。 

4.大学学习对塑造我们良好的性格和品质所起的作用：79%的学生认为非常有帮助或有帮助；18%的学生认为一

般；仅有 3%的学生认为无帮助。 

5.对师生关系的评价：70%学生表示构建了非常良好或比较良好的师生关系；28%学生表示师生关系一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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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的学生

对寝室条件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较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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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的学生表示满意，较 2018 年增长 5%；36%的学生表示一般，20%的学



生表示不满意。 

3.对学校教室等自习场所评价上，52%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32%的学生表示一般；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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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33%的学生表示一般；16%

的学生表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5.对学校生活的整体满意度评价，74%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较 2018 年提升 1%；23%的学生表示一般；

仅有 3%的学生表示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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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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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2018年增加 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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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较 2018 年增加 1%；31%的学生表示一般；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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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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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2018 年上升 5%；30%表示这种帮助程度一般；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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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的学生表示这种提升程度一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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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6%、79%和 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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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2018 年情况相对持平。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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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校学习硬件（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等）的满意度分别为 64%和 51%，在学校后勤保障方面

较 2018 年调查结果提升了 11%，说明学校在加快推进学校餐饮、住宿等进程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学校学习硬



件满意度情况较 2018 年有所下降。 

（三）学生对于自身专业学习的效果评价有显著提升。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于在将课堂上所学知识综合运用

到实际生活和所学到的知识满意度较 2018 年显著提升。结合学生对于教学效果满意度较高的调研结果，研究证明，

学校在课堂教学、实习实践活动以及职业规划等方面的工作取得一定效果。 

（四）对于学校和班级学习文化氛围的营造仍需进一步提升。调查结果显示，对班级的文化氛围评价和在班级

学习纪律的满意度不高，分别为 68%和 59%。研究证明，学校和班级的学习文化氛围是影响学生树立正确、积极学习

态度的重要因素，对学生的学习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因此，如何在校园内加强学风建设，在校园内营造良好的学术

风气应成为我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点。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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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18 年毕业生主要流向确定用人单位数据源，选取 2017 年 9 月-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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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 月 1 日--2018 年 10 月 10 日。调查方法采用问卷法，共发放问卷 140 份，回收 140



份。剔除无效问卷，有效问卷 135 份，有效率为 96.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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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参与调查的用人单位样本分布来看，北京地区（76.30%），医疗卫生单位（37.04%），卫生和社会工作（51.85%）

及 1000 人以上（31.85%）类型的用人单位在我校的调查样本中占比最多。 

（三）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需求反馈 

1、对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重视程度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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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有待提升的方面 

用人单位认为目前供职于该单位的毕业生最有待提升的三项职业能力依次为：创新能力、沟通与表达能力、专

业性知识与技能。同时，最有待提升的三项职业素养依次为：积极主动、责任感强、爱岗敬业。 

3、有益于职业发展的学校经历 



用人单位认为最有益于毕业生职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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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程度较低的三项学校经历分别为：获得专利、竞赛活动、勤工俭学。 

4、优秀毕业生特征 

用人单位认为工作中表现优秀的毕业生最主要的三项特征依次是：专业对口、实习实践经历丰富、学历层次高。 

（四）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培养质量的评价 

1、总体满意度评价 

95.55%的单位对本校毕业生“很满意”或“满意”。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很满意”或“满意”的比例整体

基本持平，相比 2016 届，2017 届和 2018 届均有所上升。 

2、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满意度评价 

96.30%的单位对本校毕业生专业知识和技能“很满意”或“满意”。从用人单位对本校 2016-2018届毕业生专

业知识和技能的评价来看，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很满意”或“满意”的比例整体基本持平。 

3、对求职积极程度的评价 

82.96%的单位认为本校毕业生在求职中“很积极”或“积极”，认为本校毕业生“不积极”的占 0.74%。 



26、其它与本科教学质量相关数据 

2018-2019 学年共立项校级教育科研课题 70项，其中重点课题 4 项，一般课题 66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