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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研究中心                            2016年 3月 18日 

 

【本期特稿】 

基于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的持续质量改进 

——以Ｚ大学全国示范性软件工程专业为例 

 工程教育认证无疑是一种外部评估，其目的是保证认证的专业达到公认的

最低质量标准，从而起到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作用，它属于高等教育外部问责的

范畴。问责性的外部评估如何撬动专业教育的内部改革，增强专业教育的社会适

应性，是高等教育面对的重要课题。对此，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CEEAA)明确

把“持续改进”作为专业认证的一级指标，试图把持续改进的理念嵌入工程教育

认证标准中，从而实现外部评估与自我改进的有机结合。 

一、研究工具及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收集数据。经优化后的调查问

卷共包含 32 个题项，构成毕业生调查问卷和雇主调查问卷的主体内容，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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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与认证标准的密切对应关系(见表 1)｡同时，问卷要求毕业生和雇主分

别从“评估”和“期望”两方面进行作答。 

二、调查结果 

本研究从毕业生和雇主两个主体视角,采用评估与期望均值比较的方法,判

断软件工程专业学生学习结果｡评估与期望之间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p>0.01),

表示专业学生学习结果令人满意；反之亦然｡一是毕业生和雇主的评价差距皆为

显著的题项｡包括“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以满足客户的需求”等 8 项(见图 1)｡

二是雇主的评价差距不显著而毕业生的评价差距显著的题项｡包括“选择数学模

型”等 11项(见图 1)｡毕业生的工程专业伦理、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实验设计

与实施等方面的能力和表现,令雇主和毕业生均感到满意；雇主对毕业生的组织

管理、表达、人际交往、团队合作以及创新能力尚不满意；毕业生除了对上述提

到的能力不满外，还对数理模型选择、模型推理、提出问题、实验结果分析、综

合考虑工程制约条件、获取资料、终身学习、多元文化环境中工作等能力不满意。

毕业生的评价差距题项显著多于雇主。针对毕业生和雇主的诉求，反窥专业教育

的薄弱环节并诊断原因所在，对于专业进一步采取针对性改进措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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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教育的薄弱环节及原因分析 

本研究将从专业教育目标、学生学习结果（毕业要求）、课程、教学、评价

等五个要素逐一对照审查各待改进项所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见表 3)。具体如

问题及原因如下： 

1.课程:专业能力培养的集中化和综合能力与素质培养的分散化。分散的特

点使各门课程在制定教学目标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达成专业方面的教育目标，

而不是综合能力与素质方面的目标。 

2.教学:综合能力与素质培养的忽视和方法的残缺。重验证性实验轻探究性

实验，是导致实验结果分析能力训练不足的重要原因。 

3.学习评价:过程监控和改进功能的丧失。重评价的总结性功能而轻形成性

功能；缺乏明确的课程学习结果；评价方法与技术的不当使用。 

 

四、专业改进建议 

 1.着重以认证标准为依据,调整和设置课程根据学校的目标和使命、认证的

通用标准和专业标准,进一步厘定专业教育目标和学生学习结果｡围绕学生学习

结果，调整和设置课程。首先，全面细致梳理已有课程的课程目标，以保证课程

覆盖所有学生学习结果，其次，针对学生综合能力和素质缺乏的现状，将教学内

容分解并设计为一个个小型的、以任务为驱动的项目；三则以学生学习结果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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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以解决现实问题为驱动，融专业知识和非技术知识学习、工程实践和综合能

力训练为一体，设置综合研究型课程。 

 2.突出评价在教学过程质量保证中的作用在工程教育认证的背景以及注重

证据的文化背景下,教学质量可以通过目标设定、过程监控和结果检验来把握。

首先，在教学之初，通过定位性评价把握学生在学习之前所具备的相关知识、能

力和素质。其次，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形成性评价准确把握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

题并促进教师对教学的反思。再次，在教学进程中，通过诊断性评价进一步调查

和诊断学生学习中屡犯错误的深层原因。最后，通过总结性评价检验学生对教学

目标——课程学习结果的达成度。四种评价在教学中的相互关系如图 2所示。 

 

3.促进以教学专业为核心的教师专业发展。首先，教学专业发展，指教师把

教学作为一种专业活动来对待，目的是让教师从教学新手变为教学熟手乃至教学

能手。对于工科教师而言，首要的是对工程教育认证体系的认知和认同。工程教

育认证体系所提出的“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和“持续改进”之理念以及隐

含的“学习者中心”之思想，与其说是对传统教学体系的挑战和颠覆，不如说是

对一种新的教学体系的科学化和实证化的建构。其次，是教学知识和技能。对工

科教师而言，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自不必言说。需要强调的是，在工程教育认证

语境下，大学工科教师更应具备有效促进教学的知识和技能。 

(摘编自《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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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动态】 

清华南开推出国际最全化学键能数据库 

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联合发布化学键能数据库“iBond 1.0”。该数据库由清

华大学基础分子科学中心、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共同开发，是

迄今为止国际上关于化学键能领域综合度最高，收录数目最多的大型数据库。化

学键能是化学、物理、生物、能源、材料、医药等诸多领域必不可少的基本参数

之一。该参数可以直接反映出化合物的稳定性以及判断化学反应是否能发生。精

确测定的化学键能数据可以成为设计新化合物和新反应，探索反应机理，建立和

优化计算化学模型的“标杆”。 

(摘编自 2016 年 3 月 16 日《中国日报》) 

复旦大学儿科诊断不明疾病诊治中心成立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日前宣布成立诊断不明疾病诊治中心（UDP），这也

是中国儿科学领域首家 UDP 中心。该中心将面向全国患者，为罹患诊断不明复

杂疾病的患儿搭建一个全新的诊治平台。2008 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针

对极难诊断的特殊疾病牵头启动了“Undiagnosed Diseases Program（UDP）”项

目，至今已形成覆盖全美的协作网络（UDN），众多患者因此受益。中心将对

符合标准的病人做进一步筛选，经过伦理审查并取得患儿家长充分的知情同意下，

每两周选择 2 至 4 个病例举行 UDP 专项会议，制定诊治计划，并密切关注患者

的病情变化及治疗进展。 

 (摘编自 2016 年 3 月 10 日《光明日报》) 

【国家战略与政策】 

2015 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 

2015 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 52.37 万人，其中：国家公派 2.59 万人，

单位公派 1.60 万人，自费留学 48.18 万人。2015 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

40.91 万人，其中：国家公派 2.11 万人，单位公派 1.42 万人，自费留学 37.38 万

人。与 2014 年度的统计数据相比较，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和留学回国人数均有进

一步增加。出国留学人数增加 6.39 万人，增长了 13.9%；留学回国人数增加 4.43

万人，增长了 12.1%。 年度出国/回国人数比例从 2006 年的 3.15:1 下降到了 2015

年的 1.28:1。 

(摘编自 2016 年 3 月 16 日教育部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