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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程教育认证是专业认证机构针对高等教育机构工程类专业实施的专门性认证，旨在为相关工程人才进入工

业界从业提供教育质量保证，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界工科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思路和发展方向。在具体实践中，工

程教育认证标准在院系教学过程中的落实成为保证认证工作实效及可持续性的关键举措之一。打通工程教育质量标准

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促进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落实的院系层级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本文针对当前工程教育认证

标准落实在机制建设方面的不足和实践难题，从最有效发挥院系作用的角度开展探索和实践。介绍了湘潭大学自动化

与电子信息学院在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落实上开展的机制建设情况和应用实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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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is a specialized certification carried out by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institutions for engineering major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t aims to provide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for 

relevant engineering talents to enter the industry.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dea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the 

training of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n practi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in the specific teaching process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measure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certification work. Get through the "last mil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quality 

standards, and effectively ensur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alent training quality and certification. In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e college and department level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needs further exploration. In view of the deficiencies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ent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pract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st effective play of the role of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echanism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the School of Automation 

an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of Xiangtan Universit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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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工程教育认证最早起源于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

现已发展成为国际通行的工程教育质量保障制度。进

入 21 世纪，特别是在新工业革命对高等教育质量诉求

日益增加的背景下，工程教育认证制度逐步成为各国

保障工程教育质量、融入全球工程教育体系的有效工

具和主要手段
[1]
。2016 年国际工程联盟会议（IEAM2016）

全票通过中国科协代表我国由《华盛顿协议》预备会

员转正，成为该协议第 18 个正式成员。加入《华盛顿

协议》，表明我国工程教育质量及其保障机制得到国际

工程教育界的认可，意味着能够为我国工程类毕业生

走向世界提供具有国际互认质量标准的“通行证”，标

志着我国工程教育国际化迈出了重大步伐，能够促进

我国工程制造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2020 年，教

育部吴岩司长在公开报告中提及，工程教育认证将成

为我国一流工科专业建设的重要标准。在工程教育认

证的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理念引导下，参

与认证的专业在人才培养的科学性、规范性、系统性

方面不断提升，对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起到了积极和重

要的作用。推进工程教育认证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

界工科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思路和发展方向。 
＊基金资助：本文得到 2021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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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教学质量支撑着高水平的人才培养质量，

而要保证工程教育教学质量，必须建立健全具有工程

技术人才培养特色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才能实现
[3]
。

出于保障高校自身教学工作的运行秩序以及综合协调

发展，各高校往往需要建立相对完善的内部质保体系，

而专业认证及评估属于外部质保体系，通过这些外部

手段来引导、激发、示范、促进高校建立科学、合理

的内部质保体系。基于 OBE 理念建立全方位多维度的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已成为加强专业内涵建设、保障

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抓手，这点在我国目前大力推进

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实践中已得到有力证明
[4-6]

。 

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仍有部分专业对于工程认证

质量标准的认识不足，将认证简单视为一项招牌，从

而导致“重申请，轻建设”状况的存在，因此，有些

专业在认证周期结束再评估时各项指标不升反降，乃

至无法持续保持认证资格。为此，如何建立执行层面

的长效机制，保证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在具体教学过程

中落实成为增强认证工作可持续性的关键举措之一。

现有一些研究认为，在中国工程教育认证进程中，人

才培养应该以人力资源需求为导向，认证应加强对人

才培养过程全方位的内外监督，认证和评估过程监控

管理应避免形成形式化的负担
[7]
。 

随着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迅速推广，教学质量监

控机制和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机制越来越受到学校

的重视。作为两大机制的核心内容，建立以学生为中

心、以产出为导向的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也成为了

高校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以学生为中心、

以成果为导向、坚持持续改进也成为高校课程教学质

量评价的核心理念，以课程为单位的教学质量评价在

工程教育认证专业的实施中被广泛采用
[8-11]

。 

对于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的落实，现行的教育教学

督导工作机制不一定能完全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有：

学校层面的督导机构面向的专业不完全是工科专业，

相关规定和工作流程从设计原则上不一定完全匹配工

程教育认证需求；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专业特点本身

的差异，各个专业的教育教学过程呈现出个性化的需

求，在校级教育教学督导机构的指导甚至考核标准下，

基层督导工作自主性还有一定局限；另外，基层督导

机构成员大多由在职教师兼任，与基层教学管理机构

协调工作，如何保证两套机构之间的高效沟通和协同

增效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具体实践中，促进工程教育认证标

准落实的院系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本文以湘潭大

学自动化与电子信息学院及其自动化专业为研究对象，

针对当前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落实在机制建设方面的不

足和实践难题，从最有效发挥院系作用的角度进行探

索和相关实践。具体而言，是致力于建设电子信息类

专业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落实的院系层级机制，依托具

体专业开展应用实践，打通工程教育质量标准落实的

“最后一公里”，切实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和认证工作持

续开展。 

2. 面向产出落实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的

院系机制设计 

近年来，认证协会提出了要推进专业建立以毕业

要求为主线，以毕业要求和课程目标评价为底线的认

证工作核心要求，其中的关键性工作是推进专业建立

面向产出的评价机制，如图 1 所示。工程教育认证工

作是一项长期性、常态化工作，而日常工作中相关工

作，特别是申请、中期检查、复检等关键节点的工作，

通常由基层教学单位组织骨干团队完成。然而，对于

工程教育质量标准的最终落实，必定对应到具体的教

师和具体的课程，教师的认识与课程的实施是工程教

育质量标准落实的“最后一公里”，是认证标准不走样

的关键。为规范标准实施，院系需要从培养目标、毕

业要求、课程体系的合理性评价，以及课程目标达成

评价与教学质量监控四个方面进行专业认证标准落实

的机制设计。 

 

图 1  面向产出的工程教育认证内部评价机制 

（1） 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机制建设。以工程教

育认证标准为指导，充分研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的原则、工作流程和制度，充分引入教育教学督导机

构的作用，既实现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制度的落实，同

时提升教育教学督导机构对工程认证标准的理解和认

识，为后续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 

（2） 毕业要求合理性评价机制建设。充分引入

学院教学督导机构在毕业生质量评价与后续反馈跟踪

中的作用，弥补毕业后评价中专业力量介入的不足，

形成校、院两级教育教学监督机构与学工调研评价、

社会力量评价相结合的毕业生能力评价与职业发展评

价完整体系。 

（3） 课程体系合理性与达成度评价机制。充分

调研和分析现行教育教学督导工作的内容和流程，将

对课程质量保障和达成度评价的支撑从简单采样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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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评价逐步过渡到形成性评价，实现教学过程的多阶

段闭环反馈与质量提升。加强分散实验实践、集中实

验实践等不同类型教学形式的质量保障机制，保障学

生在实验实践过程中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全面达

成。 

（4） 教学质量监控机制。针对当前在线教育技

术的快速发展和在线教育模式的不断创新，全面研究

在线教育教学督导机制建设，通过技术手段和工作模

式的不断优化与创新，形成在线教育教学的质量保障

机制；  

以作者所在学院为例，相关机制文件如表 1 所示。 

3  案例实践 

湘潭大学高度重视工程教育认证工作，且起步较

早，目前全校共有 12 个专业通过认证，正处于大力推

进专业建设的重要阶段。作者所在的自动化与电子信

息学院已有自动化与通信工程两个专业通过认证，电

子信息工程与人工智能专业同样按认证标准进行管理。

在多年的认证工作实践中，对工程教育认证的理念有

了较深的理解，并致力于将工程教育的质量标准切实

贯彻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工作中，全面保障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自动化专业是学院最早通过认证的专业，并

且 2019 年第二次通过认证，接下来以自动化专业为

例，介绍认证工作开展及标准落实的基层教学组织实

践情况。 

3.1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自动化2021年组织实施了 2021版培养方案修订。

专业组织召开了学生座谈会、教师座谈会、用人单位

座谈会及专家座谈会等，就修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进

行广泛调研和征集意见，充分了解毕业生和社会用人

单位对现行人才培养方案的意见与建议，以及本专业

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情况。在此基础上，对现行人才

培养方案执行情况及本次修订调研情况进行总结，形

成《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执行情况分析报告》、《本科人

才培养方案修订调研报告》，并编制人才培养方案初稿。

学院修订培养方案工作小组组织院内专家对各专业培

养方案进行院内初审。专业根据初审意见修改完善后，

将培养方案进行院外送审（共 5 位专家，其中教育部

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 2人，外校和企业行业专家3人），

再结合外部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学院修订培养方

案工作小组组织会议评审验收。 

3.2  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 

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采用“期评成绩分析法”

和“评分表分析法”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其中，“期评

成绩分析法”针对考核指标易量化的技术性指标点，

“评分表分析法”则针对考核指标较难直接量化的非

技术性指标点。以 2021 届为例说明：以 2017 版毕业

要求为依据，首先，由课程/课程组负责人完成每门课

程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其次，专业教学指导小

组完成指标点达成情况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根据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和权重值得到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

成值。毕业要求直接评价达成情况如图 1 所示。 

为了进一步分析本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图 3

给出了毕业要求达成情况的教学环节评价结果，图 4

给出了应届毕业生对本专业毕业要求达成的评价，从

另一个维度说明本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将图 3 与

表 1  促进工程认证标准落实的院系机制文件 

类别 机制文件 内容 

培养方案 
《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
订制度》 

明确了学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责任机构、修订依据、修订流程和要
求、审定与公开流程等 

培养目标 
《学院本科生培养目标合理
性评价与修订工作办法》 

明确了学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与培养目标修订的责任机构、依
据、内容、工作方法、工作流程等 

培养目标 
《学院本科生培养目标达成
情况评价工作办法》 

明确了学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的责任机构、评价依据、评价
对象、工作方法、评价流程等 

毕业要求 
《学院本科生毕业要求达成
情况评价管理办法（试行）》 

鼓励各专业探索课程评价、毕业生自评之外的行之有效的新方法；评价周期为
两年；规范了评价结果的运用 

毕业要求 
《学院本科生毕业要求达成
情况评价工作办法》 

明确了学院本科专业人才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的责任机构、评价依据、评价
对象、评价方法、评价依据、评价流程等 

课程目标 
《学院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
价管理办法（试行）》 

明确了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的周期为1学期；评价范围是培养计划中开设的理
论课、实验课及实践环节；规范了评价流程和评价结果的运用 

课程目标 
《学院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
价工作办法》 

明确了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工作的责任机构、责任人、评价对象、评价方
法、评价周期、评价依据、评价流程等，确保各类课程教学达成毕业要求而制
订 

教学质量监
控 

《学院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实
施方案》 

规范了教学质量监控与督导工作的组织机构与职责、监控内容、监控要求及方
式等 

实践教学 
《学院实验实践课程教学管
理办法》 

规范了实验实践课程、课程设计的教学要求、教学工作量核算方案、教学质量
监控与督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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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相结合，对本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进行综合分

析，表明各项毕业要求均已达成。 

 
图 3  2021届毕业要求直接评价达成情况 

 
图 4  应届毕业生自我评价（间接评价）的结果 

3.3  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 

为了体现工程认证中持续改进的理念，同时明确

以产出为导向的专业认证要求，在确定培养目标和毕

业要求的基础上，对课程体系进行了修订，开展了毕

业 5 年校友座谈、用人单位调查与座谈、应届毕业学

生调查与座谈、专业教师座谈与调查情况、同行专家

座谈，并从课程体系：课程设置是否与毕业要求吻合；

各课程安排先后顺序是否科学；课程体系是否体现以

人为本、能力导向的原则；实践环节设置比例是否合

适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在 21 版培养方案基础上全

面修订教学大纲，认真执行审核和落实。在 2017 版

大纲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课程目标和毕业设计指标

点，从课程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教学方法及具体的

教学模式、考核方式等围绕能力达成，且形成性考核

便于评价课程目标达成，教学课时调整、课程思政融

入教学内容， 经过专业指导委员会和专家多轮审核，

最终形成 2021 版教学大纲。 

3.4  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根据每学期开课情况，专业要求所有课程实施课

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由课程负责人组织任课教师参

加，并依照达成情况提出下一年度持续改进措施。以

专业人才培养的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为例，课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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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专业的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流程 

组织制定评价方案

分解每项毕业要
求指标点

1.确定本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对象；

2.制定评价方案；

3.确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阈值；

1.将每项毕业要求细分为若干指标点；

2.明确每个指标点的支撑课程；

工作任务 工作要点

确定各课程支撑指
标点的权重系数

1.统计各课程支撑本指标点的课时数；

2.统计出本指标点对应的总课时数，计算出各课程的课时比例；

3.根据课程重要程度，通过微调课时比例确定各课程权重系数；

课程达成度评价

1.确定课程与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2.计算该课程每个指标点的评价值（采用期评成绩分析法评价技
术性指标点，采用评分表分析法评价非技术性指标点），计算出

每个年级的评价值；

计算指标点的达
成度评价值

1.完成各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值计算；

2.根据各课程评价值和各课程的权重系数，计算出指标点的达成

度评价值；

给出评价结论

1.取指标点达成度评价中的最低值，作为该毕业要求达成结果;

2.判断12项毕业要求的达成度评价值是否超过设定阈值，给出本

次毕业要求达成度的评价结论。

专业教学指导小组

评价主体

专业教学指导小组

各课程任课老师

专业教学指导小组

专业教学指导小组

专业教学指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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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情况评价工作由各课程任课老师负责，各任课老师

审查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教学活

动对课程目标支撑的合理性、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对

课程目标达成的支撑程度。以 2018 级智能控制（双

语）课程为例，最终达成情况如表所示。 

表 2 《智能控制》课程达成情况表 

课程目标 权值 考核结果 达成结果 

课程目标1 0.2 0.74 0.148 

课程目标2 0.1 0.71 0.071 

课程目标3 0.1 0.68 0.068 

课程目标4 0.2 0.82 0.164 

课程目标5 0.2 0.76 0.152 

课程目标6 0.2 0.76 0.152 

课程目标达成值 0.755 

课程目标是否达成 是 ■      否 □ 

3.5  教学质量监控与督导机制 

大规模在线教学实践让教育信息化的进程向前迈

进了一大步。为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线上线下一体化

的教学质量监控与督导成为近年来关注的热点
[12]

。作

者所在学院对于传统线下教学，在课堂教学质量监控

中建立了针对三年内新进教师听课、针对青年教师连

续跟踪听课等制度；重点增加了对实验实践类课程的

监控，所有实践课程都要事前提供实践课程的地点、

时间等信息清单，保证监控与督导工作的顺利开展；

对于毕业设计等综合性实践环节，学院督导在开题、

中期、答辩过程全程参与巡查。对于线上教学的教学

质量监控与督导，学院要求老师们在课前向学院督导

组公布课程入口，学院督导可随时进入线上课程查看

并记录上课情况，及时向教师和学院反馈，此外，学

院还邀请了省级教学能手、学校督导团成员等面向全

院老师开展线上教学示范课，帮助老师开展优质高效

的线上教学。 

3.6  小结 

上述机制的运行在试点阶段主要面向作者所在学

院的自动化和通信工程专业，现已推广到全院所有专

业，按 550 人/年的招生规模，相关成果的直接受益学

生人数 550*4=2200 人/年。相关经验获得学校职能部

门和兄弟院系的高度评价，部分机制推广应用到化工、

机械类专业，在更大范围推广后受益学生数有望进一

步扩大。 

4  结束语 

本文针对当前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广泛开展的局面，

和基层教学组织在工程教育质量标准落实方面存在的

不足，试图建立一套比较成熟完善的、以促进工程教

育质量标准落实为导向的院系内部评价机制，进一步

提高工程教育认证对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实效，为院

系工程教育认证工作的持续开展提供机制保障。已开

展的示范实践及推广表明，所设计的机制能有效促进

工程认证各项标准的实施，对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起到

很好的促进作用，对专业持续化开展工程教育认证工

作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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