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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土木工程专业评估

何若全 苏州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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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估文件的基本情况

二、有关几个问题的理解

三、新旧文件差异举例

四、自评报告的撰写与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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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估文件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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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条件

2. 教学过程

3. 教学质量

原标准框架

1. 学生发展

2. 专业目标

3. 教学过程

4. 师资队伍

5. 教学资源

6. 教学管理

7. 质量评价

新标准框架

土木工程专业评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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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生

2. 培养目标

3. 毕业要求

4. 持续改进

5. 课程体系

6. 师资队伍

7. 支持条件

新标准框架

美国ABET的标准框架

1. Students
2. Program Educationa

Objectives

3. Student Outcomes
4. Continuous Improvement 

5. Curriculum

6. Faculty
7. Facilities

8. Institutional Support

国际实质等效
国际实质等效是为了相互可
衡量与相互认可。 1. 学生发展

2. 专业目标

3. 教学过程

4. 师资队伍

5. 教学资源

6. 教学管理

7. 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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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的等第

♦F

♦Pc

♦Pw

♦P

♦Pc和Pw首先是P

♦Pc和Pw有实质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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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协议

♦ 2013年6月19日

♦ 两年过渡期

♦ 土木类专业在列

♦ 我们的优势和不足

历史长 影响大 注册师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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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几个问题的理解

99

关键词一：目标导向的评价

♦不同于用一个简单的定量或定性体系去衡量

♦首先要明确期望达成的目标：对产出的描述，描述

的可衡量性，目标的实际指导作用

♦对资源，过程的评价均基于他们对目标达成的有效

支持性

♦在达到统一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目标不要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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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二：合格性评价

• 目标能够达到就是合格
• 出口要求是否达到是对全体拿到毕业文凭的学生而
言的

• 判定是否达到主要是通过对支撑的资源与过程能否
支持目标的达成的判断，并辅以适当的对结果的考
察综合得出的

• 涉及少数学生或者教师的“标志性成果”对结果的判
定没有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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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国际实质等效

●国际主流的组织形式、评价体系域操作方式，学位

互认。

●国际实质等效不是与国外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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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四：认证规范化

• 从组织机构、人员配备到执行过程全部严格按照文

件规定进行

• 逐步完善多个工作文件，规范记录专家工作的每个

环节，规范学校的材料准备。

• 规范化是保证不依赖非量化指标的评价结果的可信

度与可比性。

• 试点工作表明，规范化的非量化评价能够做比依赖

量化指标的评价方式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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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五：以学生为本

●办学目标定位应在学生出口描述上得到具体的体现。

●关于办学条件的考察与评价应从定量描述资源拥有状

况撰写学生有效利用资源的状况。

●教学过程考察除侧重过程的完整性与规范性外，应涉

及内容与效果。

●侧重关注大多数学生的状况。

●是否有自我改进机制是认证考察的主要内容之一。

●毕业生就业状况作为认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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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评估（认证）中的自评

• 自评不是一般性的描述本专业学科点取得的成绩

、标志性成果，而是逐项对照认证标准判断是否

达到标准要求（合格性认证），并举证。

• 对自评报告的审阅应紧紧围绕认证标准逐项判断

是否达到标准的要求。

• 自评是基础，应提供与标准对应、判断每条标准
是否达成所需的全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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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评估（认证）中的考察

• 考察是为了证实和确认自评报告所提供的信

息。考察内容安排依赖对自评报告的研读，

不必面面俱到。考察的主要形式是约谈。考

察中的发现不应直接推导出关于标准是否达
成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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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3年文件与前一版文件的

差异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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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由三个变为七个，不止是相同内容的简

单整合,在内涵和做法上有较大的区别。

▲过去各部分课程有学时比例的要求，过去有课群

组的要求

▲目前与卓越工程师的要求更加贴近了，知识、能

力、素质的要求更加明确具体

▲实践环节增加自主实验的内容，毕业设计增加了

一人一题、教师具有工程经验、管理制度及其执行、

指导学生部超过10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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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增加了实验设备达到分组要求、校外实

习基地、固定设计教室的要求

▲内外部评价和持续改进等要求更加具体明确

▲分别提出毕业要求和专业目标两项内容

▲对Pc和Pw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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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

举证代替一般性陈述

数据代替材料凝练

自我对照标准陈述代替专家找漏洞和不足

关注大多数学生和教师代替少数人的“标志性成果”

理想状态：专家评估与自我评价从内容到形式趋

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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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评报告撰写与审核

1.对自评报告的要求

2. 自评报告撰写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3. 自评报告审核及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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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自评报告的要求(1)

自评阶段是认证过程中关键性环节，自评报告及支

撑材料是专家进行评价的依据。自评报告应做到：

紧扣标准，文字精炼，客观陈述，支撑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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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评报告的要求(2)

自评报告应体现：

真实性、客观性、系统性

体现办学思想的系统性：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课程体系

体现毕业要求达成的系统性：

毕业要求和质量要求

课程目标

考核要求

23

自评报告应体现：

真实性、客观性、系统性

2.2 培养目标描述

2.3-2.5 毕业要求如
何支持培养目标达成

体现办学思想的系统性：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课程体系

3.2.2 课程安排与毕
业要求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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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报告应体现：

真实性、客观性、系统性

7    质量评价
3.1 课程与毕业要求的对应 体现毕业要求达成的系统性：

3.2.2    课程目标及考查方式；
实验课程目标及评分方式；

3.3 课外实践要求及评分方式；
课程设计要求及评分方式；
实习要求及评分方式；

3.4 毕业设计及评分标准。

毕业要求和质量要求

课程目标

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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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评报告撰写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Ø 信息不全面：提供信息不能全面体现标准要求

Ø 内容笼统：对某项标准内涵达成的制度、措施太笼统，缺
乏对其做法、评估（考核）效果、反馈渠道和改进效果的
阐释

Ø 实证不足：主观性描述过多，实证支撑不足

Ø 理解不准确：对自评报告撰写指导书列举的问题、表格项
要求理解不准确

Ø 缺乏达成度评价：缺乏对标准要求达成的客观评价

Ø 内容有误：信息前后不一致，或有较明显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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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评报告审核及案例解析

（详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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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成 达成度 达成度评价

▲ 形成性评价

▲ 制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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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评价：

Ø 基于“学生能力的形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的认识，能
力达成的评价也不能仅依赖考试等终结性评价手段；

Ø 体现在：

• 一门课上，学生能力达成是一个形成的过程；

• 由多个教学环节支撑某一个学生能力的实现是一个形
成的过程；

• 全体学生全部毕业要求实现的是一个形成的过程；

Ø 形成性评价需要进行相应的教学设计和评价方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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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改进

体现办学思想的系统性：
学生

体现毕业要求达成的系统性：

毕业要求和质量要求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形成性评价 课程目标

考核要求

形成性评价

课程体系

师资队伍

持续改进

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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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合作能力

能够将知识与他
人共享并积极帮
助他人

能够将知识与
他人共享

有时不愿意将知
识共享

不愿意将知识
共享

知识

共享

能够听取别人的
意见，并作出恰
当的反应

大部分时间能
够听取意见

大部分情况下固
执己见，很少听
取他人意见

总是自己说，
从来不管别人
说什么

听取

意见

总是能够按时完
成任务，不需要
提醒

通常能够按时
完成任务，很
少要提醒

很少主动完成分
配的工作，需要
提醒

总是依赖别人
完成任务

合作

共事

高质量完成所有
分配的任务

完成所有分配
的任务

不能持续不断地
完成分配的任务

不能完成团队
分配角色的任
务

完成

任务

除了基本信息外
，还收集到了大
量有关信息

收集到专题的
基本信息

收集一些专题信
息，但不完整

不搜集有关

专题的信息

信息

收集

优秀4良好3改进中2不满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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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从事职业分析

毕业生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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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能力评价

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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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需要尽早：

准确理解文件---华盛顿协议要求

时间紧迫

学院班子集体工作---全面性工作

全体教师、全体学生---

▲专家：

准确理解文件---

培训--- 内部的，参加其他工科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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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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