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教育认证基本知识 

 

1.什么是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指专业认证机构针对高等教育机构开设的

工程类专业教育实施的专门性认证，由专门职业或行业协会（联合

会）、专业学会会同该领域的教育专家和相关行业企业专家一起进

行，旨在为相关工程技术人才进入工业界从业提供预备教育质量保

证。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国际通行的工程教育质量保障制度，也是

实现工程教育国际互认和工程师资格国际互认的重要基础。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核心就是要确认工科专业毕业生达到行业

认可的既定质量标准要求，是一种以培养目标和毕业出口要求为导

向的合格性评价。 

2.什么是《华盛顿协议》？ 

《华盛顿协议》（WashingtonAccord）是本科工程教育学位互

认协议，1989 年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

兰 6 个国家的民间工程专业团体共同发起和签署。该协议主要针对

国际上本科工程教育学位（其学制一般为四年）资格互认，由各签

约成员确认已认证的工程教育学位，并建议毕业于任一签约成员已



认证专业的人员均应被其他签约国（或地区）视为已获得从事工程

工作的学术资格。 

3.我国加入《华盛顿协议》有什么积极意义？ 

我国于 2013 年 6 月 19 日获得《华盛顿协议》全会全票通过，

成为该协议第 21 个成员（预备成员）。2016 年 6 月 2 日国际工程

联盟大会《华盛顿协议》全会全票通过了中国的转正申请，中国成

为第 18 个《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 

我国加入《华盛顿协议》的积极意义： 

（1）这标志着我国工程教育质量得到国际认可； 

（2）工程教育国际化迈出重要步伐。 

4.我国为什么要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我国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目的是：构建工程教育的质量监

控体系，推进工程教育改革，进一步提高工程教育质量；建立与工

程师制度相衔接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促进工程教育与工业界

的联系，增强工程教育人才培养对产业发展的适应性；促进中国工

程教育的国际互认，提升我国工程技术人才的国际竞争力。 

5. 学校（专业）为什么要进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从三个层面理解工程教育专业教育认证的必要性： 



（1）公众：只有经过可靠的认证机构所认证的学校（专业）才是

被承认的学校（专业）； 

（2）学校和专业：关系到学校的生存条件（有利于吸引学生，吸

引投资）； 

（3）学生：学位被认可，毕业生被接受。在获取资助、奖学金、

学分被其他高校认可、学位被其他签约成员国接受。受工业界认可。 

6.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基本理念是什么？ 

在我国，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遵循以下基本理念： 

（1）以学生为中心。将学生作为首要服务对象，学生和用人单

位对学校或专业所提供服务的满意度是能否通过认证的重要指标； 

（2）以学生学习产出为导向（Outcome-based）。对照毕业生

核心能力、素质要求，评价专业教育的有效性； 

（3）持续改进。专业认证强调工程教育的基本质量要求，是一

种合格评价。专业认证还要求专业建立持续有效的质量改进机制。 

7.“以学生为中心”关注什么？ 

（1）是否将学生作为专业和教学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例如：

专业方向和课程的设置是考虑学生发展需求，还是有什么就提供什

么？  



（2）是否关注了全体学生？例如：课外创新活动和社团活动的

参与面，少数学生参与及成果不是专业认证的关注点！ 

（3）是否关注了在校期间学生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 

（4）是否建立了可行的机制保障学生发展？例如：有要求吗？

谁来做？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做了有无成效？成效用什么来说

明？ 

（5）教师是否明确“学生中心”的理念在教学和培养中如何体

现？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教学管理都必须贯穿以学生

为中心。 

8.如何理解“以成果为导向”（Outcome Based Education，简

称 OBE）？ 

（1）工程教育认证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或提升“教育产出”即

成果（学生学到什么），也即 OBE，而非“教育输入”（教师教了

什么）。 

（2）什么是工程教育认证的“成果”？就是面向全体合格毕业

生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其集中体现了学校和专业究竟能使学生

走向职业岗位时具备什么素质和能力、并且这些“期望”、“承诺”

的素质和能力确实成为了学生毕业时和毕业后一段时间表现的现

实，这是认证的出发点和考核点。“华盛顿协议”所承认的，就是



经过工程专业训练的学生具备了怎样的职业素养和从业能力，即“教

育成果”。  

基于成果导向（OBE）的教学与传统教学体系的差异如表 1 所示。 

表 1 基于成果导向与传统教学体系的差异 

基于成果导向的教学体系 传统的教学体系 

课程体系按照期望学生达到

的毕业要求进行组织 

课程设置主要基于知识系统的完整性

（实际操作上多少还照顾了老师想

上、能上什么课） 

教学重点关注 output：学生

怎样取得学习成果，实际学习

成果如何，怎样评估学生的学

习成果 

教学重点关注 input：教学内容（教

什么），课程强度（教多少），授课

方式（怎么教）等 

教学组织体现以学生为中心，

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和有效学

习，教学过程突出学生深度参

与、与实践体验的紧密结合以

及批判性思维养成等 

教学组织表现出以教师、教科书、教

室为中心，学生作为被动的单向的接

受者，缺乏考虑学生深度参与的教学

过程设计，有限的课堂互动通常止于

低层次思维 

以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价改进

教学；用多种方式评价；跟踪、

反馈、改进等形成持续改进的

机制 

评价重点在于教得如何（各种评教指

标）；考试以及分数为单一的评价方

式；且评价未能周期性的、有效的体

现到教学改进中 



9.为什么强调“成果导向”很重要？ 

（1）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既是专业评估（认证）的关键成果，

更是学校、专业培养人才的方向和指南——明确“培养什么人”的

问题。 

（2）一方面，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要符合评估（认证）标准，

另一方面，围绕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建立的课程体系，以及直接面

向教学实践的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也要切实保证培养目

标和毕业要求的实现——明确“怎么培养人”的问题。 

（3）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体系都集中表现在培养方案中。

培养方案是专业人才培养活动的基本依据，必须符合评估（认证）

标准及其理念要求——“成果导向”首先要检验培养方案这个关键

文件。 

10.“成果导向”关注什么？ 

（1）有没有将支撑培养目标的毕业要求分解到每门课程和相应

教学环节中？ 

从另一角度：必修课程设置中有没有与毕业要求无关联的课程？ 

（2）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等怎样具体服务于毕业要

求的达成？教师除了知道“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以外，如

何帮助学生达到预期的学习成果？如何评价和判断“学生学得怎么



样”？例如：如何进行课堂表现、作业及其他课外要求、考试的检

查、记录、分析、反馈？ 

（3）专业是怎样要求和把握教师对此的实际理解和实施的？ 

（4）通过哪些途径来判别教学达到了预期的学生学习成果？ 

（5）学生是否参与、如何参与基于学习成果的有效性评价？ 

11.如何理解 “持续改进”？ 

工程教育认证制度本身的一大重要特点就是持续改进的质量文

化。认证标准并不要求专业目前必须达到一种较高的水平，但要求

专业必须：（1）对自身在标准要求的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具有明确

的认识和信息获取的途径；（2）有明确可行的改进机制和措施；（3）

能跟踪改进之后的效果；（4）并收集信息用于下一步的继续改进。 

12.“持续改进”关注什么？ 

（1）各个教学环节的质量要求如何体现？（2）是不是周期性的

进行评价？（3）谁评价？评价有无反馈？谁反馈?反馈后采取了什

么措施？（4）对毕业生有没有制度性的跟踪和反馈？（5）培养方

案、课程设置、实习环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

资源条件保障等等，是怎样根据质量跟踪和反馈予以调整的？ 

13.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有哪些基本特点？ 



（1）由被认证专业所在学校自愿申请参与认证；（2）由第三

方非盈利，从事认证机构的组织实施；（3）针对工程教育专业进行

的合格性评估、认证（4）以质量保证和质量提升为基本指导思想和

出发点；（5）以学生为本，重视对全体学生学习成效的评价。 

14.提高对工程教育认证工作认识的必要性？ 

（1）开展工程教育认证切实提高工程教育质量。工程教育认证

制度是国际通行的质量保障办法，对高等教育质量有着全局性意义；

工程教育认证是工程师制度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工程教育认证保证

工科学生质量，从而保证未来工程师职业能力水平。 

（2）开展工程教育认证，推动教育国际化，增强工程教育竞争

力；促进工程教育国际交流，扩大我国工程教育的影响；实现工程

教育标准的国际实质等效，促进工程教育国际竞争力。 

15.认证结论分哪几种？（*） 

认证结论分为三种： 

（1）无条件 6 年【完全合格】：表示完全符合标准要求； 

（2）有条件 6 年【合格、但存在部分缺陷】：表示达到或基本

达到标准的要求，但有不确定性或存在不足或问题，需要后续关注

或改进的跟踪检查； 

（3）不通过【不合格】：表示该指标未达到标准的要求。 



对 7 个标准项的评价有三种：P—通过；P/W—通过，但有弱

项；P/C—通过，但有关注项。 

16.什么是正确的认证观？ 

（1）认证是手段，不是目的。认证是提高质量的手段，目的是不断

提高工程教育质量；（2）不是评优，与标志性成果无关；（3）Pc、

Pw 不是水平差异，标志性成果与认证判断无关；（4）与学科水平

无相关性；（5）结论有一致性，无可比性，认证结论要求一致性,

认证结论不说明水平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