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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2021-2022学年） 

1.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2021-2022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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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37 15474 57.75% 

2.教师数量及结构（2021-2022 学年） 

 校本部（人） 附属医院（人） 合计（人） 比例（%） 

教师数量 808 858 1666 100 

正高 224 221 445 26.71 

副高 247 273 520 31.21 

中级 288 304 592 35.53 

初级 24 58 82 4.92 

未定职级 25 2 27 1.62 

3.专业建设情况（全校本科专业总数、当年本科招生专业总数以及当年新

增专业、停招专业名单）（2021-2022 学年） 

全校本科专业总数：本科专业 17 个 

当年本科招生专业总数：本科招生专业 16 个 

当年新增专业：0 个 

当年停招专业名单：2 个,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中医学专业(全

英文授课留学生) 

4.生师比（13.75）(2021-2022学年) 

折合教师数=专任教师+外聘教师*0.5=1666+14*0.5=1673 

折合在校生数=留学生*3+博士生*2+硕士生*1.5+本科生、专科生*1+网

络*0.1=508*3+1590*2+4439*1.5+8937*1+27025*0.1=2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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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师比=折合在校生数/折合教师数=23002/1673=13.75 

5.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34451元（2021-2022 学年）   

生均教学科

研仪器设备

值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总值（万元） 
折合在校生数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教

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折合在

校学生数 

79245 23002 34451 

6.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7429.7487 万元（2021-2022 学年）  

7.生均图书（2021-2022 学年） 

生均图书 

 

图书总数（册） 折合在校生数 
生均图书=图书总数/折合在校生

数   

1397777 23002 60.77 

8.电子图书 167.4609 万册 

电子期刊种数：101743 种  

9.生均教学行政用房（其中生均实验室面积）（2021-2022 学年） 

生均教学

行政用房

（其中生

均实验室

面积） 

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行政

办公用房 

全日制在

校生数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

（教学科研及辅助

用房面积+行政办公

用房面积）/全日制

在校生数 

生均实验室=

其中实验室面

积/全日制在

校生数 

总面积（㎡） 
其中实验室面

积（㎡） 15474 17.74 2.66 

238943.76 41190 

10.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10,825.10 元（自然年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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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共 15,551.34 万元。 

11.本科专项教学经费（自然年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本科专项教学经费共 11,518.81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专项教学经费 2021年 

1 合计 11518.81 

2 教学改革支出 2623.89 

3 专业建设支出 3989.98 

4 实践教学支出 2075.56 

5 其中：实验经费支出 755.58 

6 实习经费支出 637.79 

7 其他教学专项 2125.41 

8 学生活动经费支出 495.18 

9 教师培训进修专项经费支出 208.79 

1 合计 11518.81 

12.生均本科实验经费：858.81元 （自然年截止 2021年 12 月 31 日） 

本科实验经费共 755.58万元。 

13.生均本科实习经费：724.93元 （自然年截止 2021年 12 月 31 日） 

本科实习经费共 637.79万元。 

14.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 911 门（2021-2022学年）  

15.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可按学科门类、专业）（2021-2022学年） 

学科门类 专业名称 2022 年 

医学 中医学（岐黄国班）（本科阶段） 42.83% 

医学 中医学（ 5+3 ）（本科阶段） 42.28% 

医学 中医学（五年制） 41.23% 

医学 针灸推拿学（五年制） 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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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 中医学（留生） 40.00% 

医学 针灸推拿学（留生） 40.88% 

医学 中医学（五年制）（台港澳） 38.64% 

医学 中西医临床医学 50.17% 

医学 中医骨伤科学 42.34% 

理学 中药学 41.68% 

理学 中药制药 41.36% 

理学 康复治疗学 43.21% 

理学 药学 41.68% 

理学 护理学 41.41% 

理学 药事管理 35.20% 

管理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36.52% 

管理学 公共事业管理 35.97% 

管理学 工商管理 37.20% 

管理学 信息管理与系统 35.46% 

法学 法学 28.57% 

文学 英语 36.72% 

工学 生物工程 37.70% 

- 平均值 39.89% 

 

16.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可按学科门类、专业）（2021-2022学

年）   

学科门类 专业名称 选修课学分比重 

医学 中医学（岐黄国班）（本科阶段） 17% 

医学 中医学（ 5+3 ）（本科阶段） 18% 

医学 中医学（五年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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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 针灸推拿学（五年制） 20% 

医学 中医学（留生） 13% 

医学 针灸推拿学（留生） 15% 

医学 中医学（五年制）（台港澳） 12% 

理学 中药学 21% 

理学 药学 21% 

理学 中药制药 22% 

理学 护理学 20% 

管理学 公共事业管理 22% 

管理学 工商管理 23% 

管理学 信息管理与系统 22% 

法学 法学 22% 

文学 英语 23%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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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 学年） 

全校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 99.3%. 

序号 专业名称 
2022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

占教授总数的比例 

1 中医学 100.0% 

2 中药学 95.8% 

3 中药制药 100.0% 

4 药学 100.0% 

5 针灸推拿学 100.0% 

6 公共事业管理 100.0% 

7 工商管理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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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 

9 药事管理 100.0% 

10 康复治疗学 100.0% 

11 护理学 100.0% 

12 法学 100.0% 

13 英语 100.0% 

14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00.0% 

15 生物工程 100.0% 

16 中西医临床医学 100.0% 

17 中医骨伤科学 100.0% 

18.教授讲授本科课程占课程总门次数的比例（2021-2022 学年） 

序号 专业 
正教授承担本科生课程占该专

业课程门次数比例 

1 中医学 56.7% 

2 中药学 42.1% 

3 中药制药 35.1% 

4 药学 33.3% 

5 针灸推拿学 45.1% 

6 公共事业管理 50.0% 

7 工商管理 37.9% 

8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1.3% 

9 药事管理 36.7% 

10 康复治疗学 24.0% 

11 护理学 19.6% 

12 法学 26.8% 

13 英语 22.1% 

14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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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生物工程 40.0% 

16 中西医临床医学 87.0% 

17 公共管理类 31.3% 

18 中医骨伤科学 75.0% 

全校平均 40.3% 

19.实践教学及实习实训基地（分专业）（2021-2022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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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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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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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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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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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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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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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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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枣庄市中医医院 山东 枣庄市中医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12 深圳市龙岗区中医院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中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13 铜川市中医医院 陕西 铜川市中医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14 厦门市中医院 福建 厦门市中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15 山西省中医院 山西 山西省中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16 重庆市中医院 重庆 重庆市中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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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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山映山红农业专业

合作社 
河北 北京中医药大学实践教学基地 实践基地 全校各专业 

30 北京四方中药饮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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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医药大学院级实践教学基地一览表（2021-2022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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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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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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3 % （见下表）（2021-2022 学年） 

21.应届本科生学位授予率：98.89% （见下表）（2021-2022 学年）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2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及学位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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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 
应届毕

业生数 

毕业人

数 
毕业率 

授予学位人

数 

学位授予

率 

1 中医学（岐黄国医班） 18 18 100.00% 18 100.00% 

2 中医学（卓越中医班） 98 98 100.00% 98 100.00% 

3 中医学（卓越中医京华班） 98 98 100.00% 98 100.00% 

4 中医学（卓越中西医班） 111 111 100.00% 111 100.00% 

5 中医学（卓越中医儿科班） 28 28 100.00% 28 100.00% 

6 中医学（卓越针灸推拿班） 100 100 100.00% 100 100.00% 

7 中医学（卓越针灸推拿对外班） 113 113 100.00% 113 100.00% 

8 中医学（五年制） 135 135 100.00% 135 100.00% 

9 中医学（实验班） 78 78 100.00% 78 100.00% 

10 中药学（卓越中药师） 29 28 96.55% 28 96.55% 

11 中药学 170 170 100.00% 169 99.41% 

12 药学 59 59 100.00% 59 100.00% 

13 药学（国际班） 13 10 76.92% 10 76.92% 

14 中药制药 90 90 100.00% 89 98.89% 

15 针灸推拿学 100 97 97.00% 94 94.00% 

16 针灸推拿学（针刀） 27 27 100.00% 27 100.00% 

17 康复治疗学 59 59 100.00% 59 100.00% 

18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 63 62 98.41% 62 98.41% 

19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41 40 97.56% 40 97.56% 

20 药事管理 27 27 100.00% 27 100.00% 

21 护理学（一本） 123 123 100.00% 123 100.00% 

22 护理学（二本） 181 181 100.00% 179 98.90% 

23 英语（医学） 24 24 100.00% 24 100.00% 

24 英语（中医药国际传播） 28 26 92.86% 26 9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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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应届本科生初次就业率（全校及分专业）（2021-2022 学年） 

2021届本科毕业生分专业就业情况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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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 1743 219 986 26 95 284 0 0 2 5 92.77% 

中医学(卓越中医儿

科) 
28 0 28 0 0 0 0 0 0 0 100.00% 

药事管理 28 2 10 1 2 11 0 0 0 1 96.43% 

护理学 298 158 32 6 35 55 0 0 0 0 95.97% 

中医学 639 2 550 3 8 45 0 0 0 0 95.15% 

药学 53 8 31 3 0 6 0 0 0 2 94.34% 

英语 54 0 30 2 8 9 0 0 1 0 92.59% 

25 法学（医药卫生） 42 42 100.00% 42 100.00% 

26 中医学（五年制）台港澳 111 108 97.30% 108 97.30% 

 普通本科小计 1966 1952 99.29% 1945 98.93% 

27 留学生（中医学专业） 39 37 94.87% 37 94.87% 

28 留学生（中医学英文班） 9 9 100.00% 9 100.00% 

29 留学生（针灸推拿学专业） 18 18 100.00% 18 100.00% 

30 留学生（中医学中新双学位） 31 31 100.00% 31 100.00% 

 留学生本科小计 97 95 97.94% 95 97.94% 

31 中药学（第二学士学位） 5 5 100.00% 5 100.00% 

32 公共事业管理（第二学士学位） 3 3 100.00% 3 100.00% 

33 英语（第二学士学位） 4 4 100.00% 4 100.00% 

 第二学士学位小计 12 12 100.00% 12 100.00% 

 全体合计 2075 2059 99.23% 2052 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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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学 206 20 106 3 14 44 0 0 0 1 91.26% 

针灸推拿学 157 1 95 1 2 43 0 0 0 1 91.08%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

事业) 
62 2 27 2 6 18 0 0 1 0 90.32% 

康复治疗学 59 9 19 3 1 21 0 0 0 0 89.83% 

法学（医药卫生） 42 5 17 0 4 9 0 0 0 0 83.33% 

中药制药 82 11 31 0 14 12 0 0 0 0 82.93%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5 1 10 2 1 11 0 0 0 0 71.43% 

23.体质测试达标率（全校及分专业）（2021-2022 学年）   

序号 校内专业（大类）名称 体质测试达标率 

1 中医学专业(实验班) 93.95% 

2 中医学专业(岐黄国医班) 93.66% 

3 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中西医结合班) 91.71% 

4 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针灸推拿班) 91.61% 

5 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骨伤班) 94.64% 

6 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儿科班) 97.54% 

7 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 94.63% 

8 中医学专业 94.90% 

9 中医骨伤科学专业 100% 

10 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 94.92% 

11 中药学专业(4+2一体化) 93.10% 

12 中药学专业 93.87% 

13 中药制药专业 94.33% 

14 药学专业 94.32% 

15 针灸推拿学专业 94.83% 

16 护理学专业(一本) 97.63% 

17 护理学专业(二本单列) 93.35% 

18 康复治疗学专业 9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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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生物工程专业 96.43% 

20 英语专业(医学) 98.25% 

21 英语专业(中医药国际传播) 95.37% 

22 法学专业(医药卫生) 87.50% 

23 药事管理专业 98.13% 

24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 93.55% 

25 工商管理专业 87.10% 

26 公共管理类 100% 

27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95.85% 

28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87.14% 

全校体质测试达标率 94.13% 

24.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2021-2022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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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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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4人参

与调查，其中大一 1604人，占样本总量 40%；大二 991人，占 25%；大三

645人，占 16%；大四 577人，占 14%；大五 188人，占 5%。在专业方

面，中医学长学制 786人，占样本总量 20%，医学五年制（含中医五、针

灸五）1047人，占 26%，药学类 704人，占 18%，管理类 225人，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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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类 766人，占 19%，人文类 207人，占 5%，其他专业 279人，占

7%。男生 1083人，占样本总量 27%，女生 2931人，占 73%。政治面貌情

况：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103人，占样本总量 3%，共青团员 3346

人，占 83%，群众 565人，占 14%，民主党派 0人。学生家庭来源情况：

来自直辖市 773人，占样本总量 19%，来自省会城市 530人，占 13%，来

自地级市 899人，占 22%，来自县城 947人，占 24%，来自农村 865人，

占 22%。其中，担任学生干部（包括班、院、校各级干部）1624人，占样

本总量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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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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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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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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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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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满

意；38%的学生表示一般；5%的学生选择了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二）课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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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自身课堂（必修，选修所有课程）出勤率的评价：96%的学生表

示能够保证至少 90%以上的出勤率；3%的学生表示能够保证至少 80%的出

勤率；约 1%（仅有 30名）学生表示能够保证至少 60%的出勤率。 

2.对自身在课堂上的积极性和活跃性的评价：52%的学生示非常满意

或满意；42%的学生表示一般；6%的学生选择了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 

3.对自身掌握知识的效率的评价：40%的学生示非常满意或满意；45%

的学生表示一般；15%的学生选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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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的学生感到非常满意或满意， 

26%的学生认为一般，4%的学生表示不满意。 

2.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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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中：55%的学生感到非常满意或满

意，较 2021年下降 9%，35%的学生表示一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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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的学生认

为非常有帮助或有帮助；22%的学生认为一般；仅有 5%的学生认为无帮助

或非常无帮助。 

4.对师生关系的评价：72%的学生表示构建了非常良好或比较良好的

师生关系；26%的学生表示师生关系一般；仅有 2%的学生认为并没有构建

良好的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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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朋辈关系的评价：80%的学生表示构建了非常良好或比较良好的

朋辈关系；18%的学生表示朋辈关系一般；仅有 69名学生认为并没有构建

良好的朋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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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

或者满意；31%的学生表示一般；14%的学生对寝室条件不满意或非常不满

意。 

2.在对学校的体育设施满意度评价上，41%的学生表示满意；34%的学

生表示一般；25%的学生表示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 

3.学校学习硬件（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等）设施:39%的学生表示

非常满意或满意；33%的学生表示一般；29%的学生表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

意。 

4.对学校生活的整体满意度评价，55%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

33%的学生表示一般；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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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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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学生表示一般，认为学习与实践之间有一定的隔阂；

仅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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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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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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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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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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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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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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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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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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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73%和 80%；对当今社

会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意义满意度和学校组织的思想政治教

育活动对于个人价值观形成的促进作用的满意度也较高，分别为 79%和

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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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所在寝室的后勤保障（餐饮、住宿）的

满意度相比 2021年下降了 11%，说明在疫情防控状态下，学校在学生服

务、后勤保障等方面的相关措施和服务有待改进和提升；同时学生对于学

校的体育设施、学习硬件设施建设、对大学学习的自由度和对学校生活的

整体满意度评价较 2021年也有所下降。如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做好

学生服务工作，加快学校在推进图书馆、体育设施、教学楼、实验室等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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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硬件设施的建设进程，提高学生在校学习和生活的整体满意度是接下来

的重点工作之一。 

（三）学生对于自身专业学习的效果评价和对学校的培养方案、学业辅导

方面的满意度有所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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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力及处理各种事物的技

巧提升的满意度以及立足于职业规划与将来自身的发展对所学到知识的满

意度较 2021年稍有下降。说明我校学生对自己专业课程学习，专业技能

掌握及提高方面的需求进一步提升，对我校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理论教

学服务、实践教学服务、实习实践活动以及职业规划指导等方面的工作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25.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2021-2022 学年）  

 （一）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情况（调查方法与结果） 

1.用人单位调查对象与方法 

根据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8-2021 年毕业生主要流向确定用人单位数据

源，选取 2020年 9月-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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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指导中心进行，调查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20 日至 11 月 10 日，调查单

位 132 家，回收有效问卷 128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6.97%。采用 Excel

建立数据库并用 SPSS20.0进行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 

2.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的评价 

（1）对毕业生的满意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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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满意度情况来看，用人单位对我校 2021 届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为

93.75%，对所招聘的我校 2021 届毕业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满意度为

92.97%。并认为我校 2021届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的积极度为 96.10%。 

（2）对毕业生职业能力的评价 

用人单位在招聘毕业生时，最看重毕业生的前三项职业能力为：专业

性知识与技能、学习能力、沟通与表达能力。 

（3）对毕业生职业素养的评价 

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时最看重的前三项职业素养为：爱岗敬业、责任

感强、政治思想觉悟。 

（4）有益于职业发展的学校经历 

用人单位认为对毕业生职业发展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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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高校在人才培养和教学中需加强的方面 

用人单位认为，高校在人才培养和教学中应进一步“增加教学实习、社

会实践环节，加强应用能力培养”“加强专业知识培养”以及“加强人际沟

通、协调组织能力培养”。 

3.用人单位招聘我校毕业生情况 

（1）招聘人数情况 

招聘 2021—2022 届毕业生数量情况。参与调查的用人单位面向我校

2021 届毕业生共实际招聘 530 人，约占 2021 届毕业生人数的 16.42%，平

均每家单位实际招聘 6人。从计划招聘 2022届毕业生情况看，平均每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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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计划招聘 13 人，较实际招聘 2021 届毕业生人数有所增加。总体来看，

虽然当前国内外就业环境依然错综复杂，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但用人

单位对招聘市场和我校毕业生仍持乐观、肯定态度，预期用人需求有所增

加。 

从具体招聘人数来看，74.73%的用人单位招聘我校毕业生数量在 5 人

及以下；从招聘总人数来看，招聘毕业生数量在 16人及以上的单位占 12%

左右，实际招聘了超五成的 2021届毕业生。 

招聘 2021届毕业生数量与 2020届相比。与招聘 2020届毕业生情况相

比，44.54%的用人单位表示招聘 2021届毕业生数量有所增加，34.38%的用

人单位表示招聘 2021届毕业生数量持平，21.09%的用人单位表示招聘 2021

届毕业生数量有所减少。 

未来三年对毕业生的需求情况。39.06%的用人单位表示未来三年对北

京地区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会增加，39.06%表示与目前持平，2.34%表示会减

少。 

（2）招聘学历情况 

参与调查的用人单位面向我校 2021届毕业生，平均实际招聘本科生 2

人，硕士生 3人。 

（3）招聘专业情况  

用人单位对我校 2021 届毕业生的“中医内科学”“中西医结合临床”

“中医临床基础”“药物分析学”“中药学（研究生）”5个专业的招聘需

求量较大，对我校“护理”等 7个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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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招聘岗位情况 

用人单位实际招聘我校 2021届毕业生时，需求度最高的岗位是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47.62%），平均每家单位招聘 5 人；其次是科学研究人员

（16.67%），平均每家单位招聘 8人。 

26.其他与本科教学质量相关数据（2021-2022学年） 

2021-2022 学年共立项校级教育科研课题 137 项，其中重点课题 11

项， 一般课题 126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