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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一、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办学理念和目标定位是：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指导，

遵循“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精神，构建“以人的发

展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培养“厚基础、宽口径、创新和适应能力强”

的高素质人才。其中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能够掌握各专业的基本理论

和知识技能，能够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新闻出版、高等院校和科研部门从

事理论宣传、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目前，学院拥有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招收政治学理论、政党理

论与建设、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科社与共运等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有政治学一

级学科各专业和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点，公共管理（MPA）专业学位硕士点；有国

际政治、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和科社与共运五个本科专业。

在 2013 年度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中，我院政治学专业排名进前十。 

在教学组织上，学院下设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国际政治、政治学与行

政学、科学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五个系。同时有欧洲研究中心、亚太研究所、

政党研究所、城市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国

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基地）、地方政府管理研究所和当代社会主义研究

所等专门研究机构，其中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被列为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 

学院全日制本科在校生 645人，占学院在校生的 58%。2013年，本科招生人

数为 166 人，其中，一志愿录取比例为 2.6%。学生转专业学生比例为 8.8%。学

生参与“三跨四经历”人数及比例为 14%。 

二、师资与教学条件 

学院共有教师数量 57人，生师比为 11.3%。其中，教授 20人，占全院教师

比重 35%，85%左右的教师具备博士学位，具有海外留学与访问经历的教师占 60%。

年龄结构上，大多数老师在 35-55之间，男女比例基本平衡。 

学院教师积极参与本科教学工作，98.8%的教师承担了一门及以上本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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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教授担任本科课程主讲的比例为 98.6%。在教学名师与教学团队培养方

面，学院积极推出各项措施，确定培育对象，加大投入。 

2013 年度，教学经费投入 70.2万，其中，实习经费 9万，生均实习经费 140

元。 

学院教学用房有洪家楼校区 1号楼与 3号楼部分教室。拥有实验室 1个，计

算机 40 台。学院图书资料室占地面积近 600 平方米，共有专业图书近 6 万册，

专业生均图书 100 册，电子图书近 500 种。2013 年度，学院图书资料购置费为

50万元，购置图书 1 万余种，其中港澳台及外文图书近百种。 

三、教学建设与改革 

课程建设方面，2013 年全院共开设课程 404 门。其中，社会科学核心通识

课 12门。各类选修课 150门左右，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28.6%。全院有省

级精品课程 1门，精品课程培育课程 4门。课程网站的建设数量为 138 门。 

教材建设方面。鼓励教师编写高水平精品教材。目前，学院出版教材 15 种

左右，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等专业围绕核心课程进行系统教材建设，出版系列教

材。大部分已教材都经过多次修订。《市政学》获山东省教育厅“山东优秀教材”

二等奖。《管理学》获“十一五规划教材”；《科学社会主义》获“十一五规划教

材”；《地方政府学概论》“获山东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学院积极做好教材选用

工作，确保每门课程使用优质教材。 

教学改革方面，组织各级各类教学改革项目申报，2013 年学院承担的教学

改革立项有“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质量保障研究”、“学分制背景下课程设置

及选课引导研究”、“文科研究性教学方法探索与实践”等三项校级教学改革项目。 

    实践教学方面，积极拓展实践基地，学院共有教学实践基地 10处，2013年

新联系落实济南市历城区政府、济南市全福街道办事处、济南市社市中区社会组

织孵化园、青岛即墨市政府等单位，作为学院本科教学实践基地，并正式挂牌。

为开展实践教学，积极推动教学方式转变，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基础。 

四、学科支撑情况 

高质量的本科教学需要学科发展支撑。在科研方面，学院 2013 年在研项目

50 项，纵向项目 39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研数量 11 项（含国家重大

社科基金项目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2 项）。学院 2013 年科研项目到账经费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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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70 万元，其中：纵向项目到账经费 88.90 万元，横向项目到账经费 129.80

万元。科研成果的产出方面，学院 2013年教工发表论文总数 77篇，各类咨询报

告 10余种。其中，CSSCI 收录论文 60余篇，国际 SSCI收录论文 2篇。 

表 1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览表（2009-2013）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类别 

1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道路研究 

葛荃 重大项目 

2 新时期我国国家安全与周边地区战略理论研究 王学玉 重点项目 

3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设关系问题研

究 

王韶兴 重点项目 

4 近代以来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传统文

化的关系研究 

蒋锐 一般项目 

5 印度政党政治中的左翼政党问题研究 张淑兰 一般项目 

6 世界金融危机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刘昌明 一般项目 

7 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城市群公共管理体制研究 王佃利 一般项目 

8 我国市政公用事业合作治理模式研究 曹现强 一般项目 

9 中国公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研究 邢占军 一般项目 

10 公众参与视阈下我国城市垃圾治理问题研究 张莉萍 青年项目 

11 我国慈善组织政府监管改革研究 黄春蕾 青年项目 

 

五、质量保障体系 

学院按照学校统一部署，积极推进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完善。 

召开全院本科教学质量会议。学院院领导班子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本科教学质

量提升工作。经学院认真筹备，2013 年 6 月，召开了全院老师参加的本科教学

质量会议。会期 1天，围绕当前学院本科教学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就精品课

程建设、教学团队的组织与申报、教学名师培育、教材建设、双语课程建设等议

题展开广泛讨论，形成决议，为下一步工作提供指导。 

认真推广新型课堂评估模式。2013 年学校启用了新版课堂评估软件，建立

了全天候、开放式的评估模式。学院本科教务办公室加大宣传通报力度，就有关

信息向授课教师和学生及时通知转达。 

积极组织院领导、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参与听课与指导。2013 年学院领导

听课 16 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会听课 20次，有力保障了课堂教学质量。 

举行“微课教学比赛”、“青年教师讲课比赛”。4 月初，学院组织了“微课

教学比赛”；12 月，学院组织了第三届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共计有 12 名教师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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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比赛。比赛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青年教师教学方式方法改革，促进了教学水

平和质量的提高。 

六、学生学习效果 

学院 2013 年应届本科毕业生 119 人，全部获得学士学位，授予率达 100%。

截至 2013 年 9月 1日，应届本科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为 82.35 %。截至 2013 年底，

本科毕业生可统计就业率为 89.08%。考取国内硕士研究生的人数为 31 人，占

26.05%；出国攻读硕士学位 6人，占 5.04%。未就业的毕业生（截止 13年 12月）

人数为 13人，占 10.92%，其中有业不就的 4人，坚持考研的 5人。 

从就业单位分布情况看，本科毕业生中考取各级公务员、事业单位共计 9

人，占就业人数的 13.85%；地方组织部门选调 13人，占 20%；企业就业 29人，

占 45%；其中在金融、交通、信息技术等大型国企和股份制企业就业 10 人，占

8.4%；创业 2人，占 3%。 

从就业的地域情况看，在京、津、沪、深四市就业的共计 9人，占 13.85%；

中西部省份就业的学生共计 14人，占 11.76%；东部省份（含京、津、沪、深）

就业的学生共计 55人，占 46.23%。 

表 2 学院各专业毕业生情况一览表 

专业  总数 就业  升学  出国  升学率  就业率  

国际政治  18  7  3  4  16.67%  77.78%  

政治学与行政学  19  8  4  0  21.05%  63.16%  

行政管理  62  40  14  1  22.58%  88.71%  

公共事业管理  14  4  6  1  42.86%  78.57%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6 2 4 0 66.67% 100% 

合    计  119  61  31  6  26.05%  82.35%  

（此表为截止到 2013 年 9 月统计数据） 

 

七、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教学条件需要改善。洪家楼校区总体上教学设施较为紧张，更新不足，

导致学院教学条件较差，部分教室设施不达标，大型教室较为短缺。预期随着青

岛校区建设和学科规划，教学设施与教学条件方面将会有较大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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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科教学的中心地位仍需加强。“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在一定范围

内仍然存在。学院积极倡导“教学相长”、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同时在学院范围

内出台各类鼓励投入本科教学的制度措施，让每个教师都把本科教学工作放在中

心地位。 

（三）精品课程、教学名师等建设有待推进。学院目前的本科教学工作仍然

存在诸多短板与不足，主要表现在，本科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中的精品课程、教学

团队、教学名师等建设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院本科教学质量的提升。为

此，学院开展了“本科质量提升培育工程”，每年选择 3-5 个课程，1-2 个教学团

队作为精品课程及教学团队培育的种子选手，在课程录制，参加培训及咨询指导

方面提供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