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3-2014 学年本科教学工作专项情况报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按照教育部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要求，围绕“创建产学研紧密结合特色

鲜明的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战略目标，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

核心，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突破口，注重更新教育观念，加强

内涵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革新管理机制体制，不断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以下是关于本科教学工作的专项情况。 

一、党委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研究本科教学工作情况 

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学校始终坚持把本科教育视为立校之

本、兴校之源和强校之基，强调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和教学工作

的中心地位。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本科教学工作，把人才培养质量

作为学校的生命线，定期组织开展全校性的教育思想大讨论，每

月召开一次教务处、人事处、学生处、团委等部门负责人联席会

议。学校建立了党政“一把手”作为本科教学质量第一责任人制

度，形成了学校领导联系院(系)、教学质量检查考核等一系列制

度。 

学校把本科教学工作列入党委和行政的重要议事日程。党委

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定期讨论本科教育教学工作，研究学科专业

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条件建设、教学管理改革、学生思想

教育等有关教学工作的重大问题。2013-2014 学年期间，学校党

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专题研究师资选聘和人才引进事项 13 件，

研究本科教育教学事项 28件。 

二、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听课情况 

领导干部听课制度是我校的优良传统，是学校教学质量监控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2002 年开始，学校就建立了处级及以

上领导干部听课制度，明确要求，校级领导要经常深入教学第一

线，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2学时，学院及相关处室处级干部听课不

少于 4学时。校领导通过开学初教学检查、期末考试巡视等多种

形式，积极参与学校教学质量建设。 

2013-2014 学年，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校党

委书记、校长和其他党政领导广泛深入教学一线调研。据统计，

党委书记听课 6学时，校长听课 4学时，分管教学的校领导听课

8学时，其他校领导听课次数均完成了学校规定 2学时。 

三、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情况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学校明确规定：“没有讲授本科

生课程或为本科生开设专题讲座的教授、副教授，不能推荐参加

学校各类人才支持计划及先进评选，不能享受本年度重点岗位津

贴，不能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参加研究生导师的遴选；拒

绝接受教学任务以及连续两年不讲授本科生课程或为本科生开

设专题讲座的，不再聘任其担任教授、副教授职务。” 

2013 年学校有专任教师 1975 人，其中教授(研究员)439 人，

占 22.23%；副教授(副研究员)552 人，占 27.95%，成为学校确

保本科质量的骨干教师。2013-2014 学年期间，全校 83.7%的教

授、副教授承担了本科课程教学任务，由教授、副教授讲授的课

程门次占到了本学年开设本科课程总门次的 31.1%。学校现有国

家级教学名师 2人，省级教学名师 14 人均能为本科生讲授课程

或开设专题讲座，有效地保证了优质教学资源校本科教学的投

入。 

四、本科生教学经费投入情况 

学校按照“优先保证本科教学运行，逐年提高教学投入”的

原则，在年度预算中优先安排本科教学经费，建立健全教学经费

运行保障管理制度。2013 年，学校投入本科教学经费 8,676.8

万元，其中本科日常运行支出5,271.8万元，教学改革专项1,545



 

 

万元，实验室建设专项 1,860 万元。2014 年，学校投入本科教

学经费 9,682.96 万元，比 2013 年增长了 11.6%。 

2013 年,学校获批国家本科教学工程经费 310万元，全部投

入到获批项目建设。同时，学校设立专项经费，对国家级、省部

级项目进行配套支持，并加强校内基础项目建设，投入 250 万元

资助新增的 5个校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建设；投入 278 万元

支持优质资源课程建设，立项建设校级本科优质课程 91 门，立

项建设全英文课程 20门；投入 64 万元用于教材建设，全年我校

教师为第一主编公开出版教材 21 部；投入 100 万元，用于校级

教学研究改革，共立项建设 162 个项目；投入 435 万元用于本科

生创新计划与学科竞赛，共配套资助“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 110 项，立项资助校级项目 471个；资助“一院一

品”学科竞赛 33项，参与学生 4,388 人；投入 180 万元用于“优

秀本科生海外访学计划”项目，资助 119 名本科生到美国的内布

拉斯加林肯大学等 6所国际知名高校进行暑期访学。 

五、本科生创业情况和毕业生就业情况 

多年来，学校始终贯彻“领导主抓、中心统筹、院系为主、

全员参与”的工作模式，通过开展就业指导课、开设就业指导讲

座、开拓就业市场、举办大型招聘会等方式，不断提升我校毕业

生的社会竞争力，就业率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就业质量和层次

不断提升。进校招聘毕业生的用人单位的质量和层次不断提升，

500 强企业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投放到学校的招聘计划逐年增多，

多家行业龙头把我校作为招聘基地，每年来校招聘毕业生，提高

了毕业生就业质量和就业满意度。 

2014 年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 91.62%。通过对未就业毕

业生跟踪调查，截至 9月 1日本科生就业率为 93.23%。从毕业

生就业地域来看，到华北地区就业的占 15.35%，到东北地区就

业的占 2.45%，到华东地区就业的占 21.3%，到中南地区就业的

占 23.35%，到西南地区就业的占 6.15%，到西北地区就业的占



 

 

31.38%。从毕业生就业性质来看，考取研究生毕业生的占32.11%，

出国留学的占2.34%；考取国家及地方工作公务员人数明显增加，

进入行政事业单位就业的占 7.66%；到企业就业的占 46.37，到

国家、地方项目就业的占 0.08%。 

学校建立创业工作室 20 间，开展知识培训和模拟训练，提

供大学生创业团队日常办公、商务洽谈。2013-2014 学年期间，

先后邀请杰出校友、优秀企业家开展创业精英教育培训 8次，SYB

课程培训 2次，举办创业沙龙 3次，参与学生达到 1,000 余人次。

有 62 名学生参与创业，其中毕业生 24 名,在校学生 38 人。有

19 支创业团队入驻创业工作室，其中 16 支团队正式注册成立公

司，从事领域主要包括：网络科技、电子商务、生物产品研发及

销售、农产品销售、农业科技服务、文化传媒、培训机构、旅游

服务、连锁餐饮服务等方面，在全校营造了良好的创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