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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与

“卓越计划”质量要求



中国工程教育认证标准框架的基本逻辑

1. 学生

2. 培养目标 3. 毕业要求

5. 课程体系

6. 师资队伍 7. 支持条件

4.

持
续
改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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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教育认证标准-毕业要求
VS 

“卓越计划”本科通用标准

“卓越计划”本科层次通用标准与工程教育认
证标准-毕业要求的关系有三：

一是前者涵盖了后者的全部内涵；

二是前者在较大程度上拓展和强化了后者的各
项要求；

三是前者增加了【现代工程意识】和【危机处
理能力】两条标准。

比较结论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vs“卓越计划”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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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课程体系
VS 

“卓越计划”对课程体系的要求

（1）注重课程体系的价值取向和特征，采取模块化
的课程体系结构更适合众多不同类型的“卓越计划”
参与高校构建出满足本校的培养定位和培养目标的
课程体系;

（2）除了规定课程类型和“至少占总学分的”比例要
求外，认证各条标准对各类课程提出的要求是“卓
越计划”所能接受的，可以作为“卓越计划”的基
本要求；

比较结论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vs“卓越计划”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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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课程体系
VS 

“卓越计划”对课程体系的要求

（3）重视课程体系与教学形式的结合，大力推行研
究性学习是“卓越计划”与工程教育认证的显著区
别之一；

（4）创立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机制并赋予实质内涵
是“卓越计划”与工程教育认证的另一显著区别；

（5）“卓越计划”在毕业设计的内容和形式上的要
求均高于工程教育认证。

比较结论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vs“卓越计划”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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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师资队伍
VS 

“卓越计划”对师资队伍的要求

（3）“卓越计划”在教师工程实践经历和企业兼职
教师上的要求更有针对性和具体；

（4）“卓越计划”对教师聘任和考核的要求是工程
教育认证所没有提及的。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vs“卓越计划”质量要求

比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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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工程教育认证标准-支持条件
VS 

“卓越计划”对支持条件的要求

（3）“卓越计划”要求参与高校多渠道筹措资
金，加大经费投入，这方面要求远高于工程教育
认证；

（4）企业学习条件是“卓越计划”提出的专门
要求；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vs“卓越计划”质量要求

比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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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工程教育认证标准-支持条件
VS 

“卓越计划”对支持条件的要求

（5）“卓越计划”要求在企业重点建设的工程实
践教育中心，不论在内涵、条件和功能，还是在
层次和规模上均超越于工程教育认证提出的实习
实训基地。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vs“卓越计划”质量要求

比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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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数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的要求已被“卓越计
划”相关要求所涵盖，可以直接作为“卓越计划”
的基本要求；

（2）一些未被“卓越计划”的各种要求所涵盖的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可以补充作为“卓越计划”的
基本要求；

（3）在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中对课程类型的规定和
对每类课程学分的要求应在针对“卓越计划”试
点专业的认证过程中予以淡化。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vs“卓越计划”质量要求

总体结论



“卓越计划”质量要求与工程教育认证

“卓越计划”专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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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

总体思路与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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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总体思路与指导思想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总体思路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目标意义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价值导向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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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思路1：分解整体质量要求、与工程教育认证衔接

“卓越计划”

整体质量要求
“卓越计划”
基本要求

“卓越计划”
专门要求

通过工程
教育认证

“卓越计划”
专门要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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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计划不同
于工程教育认
证的其他要求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总体思路

“卓越计划”实施工作检查与工程教育认证相衔接



针对卓越计划的工程教育认证与

卓越计划专门要求的评价同步进行。

总体思路-2：专业认证与质量评价同步进行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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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总体思路与指导思想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总体思路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目标意义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价值导向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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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目标意义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主要目标：

1、引导和鼓励“卓越计划”试点专业通过

具有国际实质等效的工程教育认证；

2、推动“卓越计划”试点专业按照“卓越
计划”的质量要求，深入实施工程教育教学改革，
完成“卓越计划”提出的重点任务，实现“卓越
计划”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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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目标意义

开展“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意义：

对深入实施“卓越计划”的意义在于：按照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卓越计划”试点专业基础性的工程教育教学活
动。

对于工程教育认证的意义在于：提高工程教
育认证的认可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推动和完善中
国工程教育认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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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总体思路与指导思想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总体思路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目标意义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价值导向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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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价值导向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价值导向：

 工程教育认证是基于国际实质等效原则对认

证专业工程教育质量进行的评价，强调所有认
证专业必须共同达到的基本质量要求，是合格
评估，不是专业评比，更不是排名。

因此，工程教育认证的价值导向是：追求
满足统一基本质量要求的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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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价值导向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价值导向：

 “卓越计划”强调的是，按照“行业指导、

校企合作、分类实施、形式多样”的基本原则，
追求工程教育质量的高水平，培养出出类拔萃
的卓越工程师后备人才。

因此，“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价值导向
是：在达到整体质量要求的前提下，追求在发
挥高校办学优势和形成专业培养特色基础上的
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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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总体思路与指导思想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总体思路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目标意义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价值导向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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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指导思想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指导思想：

为了避免“卓越计划”质量评
价的同质化，充分发挥质量评
价的导向作用，引导参与高校
结合本校的具体实际进一步深

入实施“卓越计划”。

鼓励“卓越计划”参与高校在通过工程教育认
证和满足“卓越计划”专门要求的同时，充分发挥
自身的人才培养优势，密切与行业企业的深度合作，
注重形成试点专业人才培养特色，追求人才培养质
量的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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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指导思想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应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1）符合学校定位和服务面向的人才培养定位；

（2）试点专业学校人才培养标准的实现；

（3）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

（4）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成效；

（5）人才培养优势和特色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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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原则

和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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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原则
工程教育认证的核心理念

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方法

认证标准运用的基本原则

针对工程教育认证的若干认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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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



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原则

1、实质等效原則：《华盛顿协议》各成员

国必须遵循的原则。

如何“实质等效”？

“形”可以不同；

“质”必须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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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产出原則 (outcome-based)

 “产出”指的是毕业生的能力，即“毕业要
求”。

•“毕业要求”体现教育质量的核心；

•“毕业要求”支撑着“培养目标”的达成；

•“毕业要求”是国际等效的具体体现。

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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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谨规范原則：整个认证过程必须遵

守的原则。

 严谨的认证程序，

 规范的操作流程。

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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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原则

工程教育认证的核心理念
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方法

认证标准运用的基本原则

针对工程教育认证的若干认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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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



1. 以学生为中心

目标围绕对学生的培养；

内容根据对学生的期望而设计；

判断师资与其它支撑条件的原则是： 是否有利于

学生达成预期目标？

评价的核心是全体学生的表现。

工程教育认证的核心理念

32清华大学林健



2. 以目标为导向

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的表述要有利于对目标的达
成度进行评价；

毕业要求的满足支撑培养目标的实现；

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必须对日常教学活动起导向
作用；

对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达成度的评价必须分解为
对学生整个学习过程中的全程跟踪与进程式评估。

工程教育认证的核心理念

33清华大学林健



3. 强调持续改进

教学管理制度的建立是为了持续改进；

常态性的评估与评价是改进的基础；

持续改进的实现必须有质量监控与反馈机制；

每个教职员工在持续改进中均承担责任；

持续改进的效果是通过学生表现来体现的。

工程教育认证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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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原则

工程教育认证的核心理念

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方法
认证标准运用的基本原则

针对工程教育认证的若干认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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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



• 学校举证：

学校针对标准的“所有”内容，逐条提供
能够达到标准要求的各种“证据”；

“证据”是指确保“全体”能获得学位的
学生达到毕业要求所采取的“做法” 。

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方法

认
证
的
基
本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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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查证：

查证的范围只限于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中
规定的内容；

查证的核心是学校提出的各种“证据”
是否真实，作为证据是否合理，充分、
有效。

认
证
的
基
本
方
法

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方法

37清华大学林健



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原则

工程教育认证的核心理念

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方法

认证标准运用的基本原则
针对工程教育认证的若干认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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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



整个认证工作必须紧密围绕认证标准要求进行。

– 学校的自评工作目的是判定标准中每一条要

求是否达成。

– 认证专家工作过程中的任何判断均应该与认

证标准的要求相关。

– 在现场考查时不应该涉及与认证标准达成判

定无关的内容。

针对性原则：

认证标准运用的基本原则

认
证
标
准
运
用
的
基
本
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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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认证工作只是判定标准要求是否达成，不进行任
何水平评价与横向比较。

对标准的达成理解如下：

P是指该项标准项的要求已经达成，被认证方所提供的针
对此项达成的证明材料是明确、可信的。

P/C是指该项标准目前达到了要求，但是其涉及的一些因
素在下一次认证之前有可能发生负面变化，可能导致不
能达成标准要求，应给以足够的关注并采取一定措施。

P/W是指该项标准项达到了基本要求，但在某个环节或者
条件支撑方面存在弱点，这些弱点会对学生（或者部分
学生）达到预期有负面影响。

F是指被认证方无法提供可信的材料,证明该项标准的要
求是能够达成的。

合格性原则：认
证
标
准
运
用
的
基
本
原
则

认证标准运用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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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报告提供的材料、认证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与认证

结论必须一致。

所谓“一致”，是基于认证标准的“一致”。

一致性的基础是材料的具体，自评报告不应该从宏
观上进行表述，不应该仅罗列“标志性成果”；专
家的判断应该基于具体的原始材料，而非宏观的定
性描述。

基于标准的一致性应通过如下的工作方式达成：专
家个人审阅自评报告，专家对于现场考察结果提出
结论，分委员会确定认证结果均必须针对标准逐条
进行，结论与根据明确对应。

一致性原则：认
证
标
准
运
用
的
基
本
原
则

认证标准运用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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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认证结论：

• 通过认证，有效期6年：（各项指标全部达到标
准要求，且没有P/W项）；

• 通过认证，有效期3年：（各项指标全部达到标
准要求，但有P/W项）；

• 不通过：指标有“不合格”项（F），不能通过
本次认证考查，需要继续建设，一年后允许重新
申请认证。

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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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原则

工程教育认证的核心理念

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方法

认证标准运用的基本原则

针对工程教育认证的若干认
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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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



针对工程教育认证的若干认识问题

1.工程教育认证的针对性；

2.工程教育认证与工程教育改革；

3.工程教育认证的“自愿申请”原则；

4.工程教育认证的“三届毕业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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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认证专业领域不能全覆盖“卓越计划”
试点专业；

6.对工程教育认证结论的认识；
(认证仅是一种评价方式)

7.研究生层次“卓越计划”试点专业的质
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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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工程教育认证的若干认识问题



1、通过：通过工程教育认证并达到“卓越计
划”专门要求。同时通过对“特色”/“优
秀”证据的查证及其效果的评判给予定性的
评价。

2、暂不通过：通过工程教育认证但未达到
“卓越计划”专门要求。需要继续改进，允许
两年后重新申请仅针对“卓越计划”专门要求的评
价。

3、不通过：未通过工程教育认证（含工程教
育认证自评报告审查未通过）。

“卓越计划”质量评价的可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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