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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专业培养目标质量监控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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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企业参与

 专家评审

 毕业生

 就业单位

 实习单位

 招生就业数据

评价与反馈
机制

各专业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质量标准

专业培养目标质量监控子系统

一、系统结构图

反
馈
与
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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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动态

行业企业发展动态

国内外其他学校类似

专业培养目标

存在问题
Y

N

毕业生

就业单位

实习单位

招生就业数据

存在问题
Y

N

执行

改进

专业培养目标

专业调研

评价分析

质量及达成度评价

行业企业专家、
校外专家评审

二、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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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目标质量标准

1. 符合学校定位。

2.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与行业企业人才培养需求结合紧密，专

业定位准确。

3. 注重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体现“宽口径、厚基础、强实

践”的办学理念。

4. 专业特色鲜明，能够清楚地体现学生最具竞争优势的领域。

5. 内容详实，对学生毕业时应达到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描述清

晰。

6. 对于与本专业相关的社会需求有足够深入的理解，对学生未来发

展有合理的预期，能反映学生毕业后 5 年左右在社会与专业领域

的预期成就。

样例附后。

四、评价与反馈机制

1.质量及达成度评价方式

1）学生评价

 毕业生问卷调查

 毕业生座谈会

2） 实 习 单 位 评 价 

3）就业单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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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招生、就业的有关数据

2.评价分析

1） 对学生、实习单位、就业单位的评价资料、就业率、专业对口率、

一志愿报考率、薪资待遇、五年后职务晋升或薪资待遇等情况进行

统计。

2） 分析评价

 培养目标是否科学

 培养目标是否达成

3） 提出切实的改进措施。

3.持续改进

1） 将改进措施应用于专业培养目标制定工作。

2） 通过下一轮的质量评价分析，证明存在的问题已获改进。

五、制度保障

1.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培养方案管理规定。

六、支撑材料要求

1.专业调研环节

 专业培养目标调研表。模板附后。

2.评审环节

 专家评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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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审会照片

 评审会会议记录

3.质量评价环节

 毕业生调查问卷原件

 毕业生座谈会照片

 毕业生座谈会会议记录

 学生校外实习单位反馈原件

 学生就业单位反馈原件

 有关招生就业数据

4.评价分析环节

 评价分析报告

含培养目标科学性评价分析、培养目标达成度分析、改进措施

5.持续改进环节

 将改进措施应用于专业培养目标制定工作的证明材料，如：改

进的培养目标等。

 证明问题已获改进的下一轮质量评价资料。

6.其它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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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专业培养目标样例

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致力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国家化学工业及其相关 

领域经济建设需要和国际人才市场需求，具备扎实的化工专业基础 

知识和工程实践能力, 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道德修养和

心理素质，具备较强的创新精神、团队精神、国际视野和管理能力， 

能按照社会需求与就业志向在化工及相关行业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 

开发；从事设计、工程开发和生产管理；从事以化工为专长的经济 

管理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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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培养目标调研表

一、区域经济发展需求

二、行业企业发展需求

三、其他高校类似专业培养目标设定情况(可加页)

1. 国外高校

高校名称：

培养目标特点:

高校名称：

培养目标特点：

2. 985 或 211 高校

高校名称：

培养目标特点：

高校名称：

培养目标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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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方高校

高校名称：

培养目标特点:

高校名称：

培养目标特点：

高校名称：

培养目标特点：

四、我校该专业培养目标特色

五、我校支撑该专业培养目标实现的学科水平



10

***专业培养目标专家评审表

评审结论（请打√）
序号 评审内容

优秀 良好 合格 整改

1 符合学校定位。

2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与行业企业人才培养

需求结合紧密，专业定位准确。

3
注重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体现“宽口

径、厚基础、强实践”的办学理念。

4
专业特色鲜明，能够清楚地体现学生最具竞争

优势的领域。

5
内容详实，对学生毕业时应达到的知识、能力

和素质要求描述清晰。

6

对于与本专业相关的社会需求有足够深入的理

解，对学生未来发展有合理的预期，能反映学

生毕业后 5 年左右在社会与专业领域的预期成

就。

专

家

评

审

意

见

评审专家信息

专家姓名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专业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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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毕业要求质量监控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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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企业参与

 专家评审

 毕业生

 就业单位

 实习单位

 招生就业数据

评价与反馈
机制

各专业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质量标准

毕业要求质量监控子系统

一、系统结构图

反
馈
与
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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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行业企业专家、
校外专家评审

执行

评价分析

二、工作流程图 培养目标要求

专业目录要求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通用标准、专

业补充标准（工科专业适用）

国内外类似专业课程体系

区域经济、行业企业发展需求

Y
存在问题

N

毕业生

就业单位

实习单位

招生就业数据

Y
存在问题

N

改进

专业调研

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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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要求质量标准

1. 能够支撑培养目标的实现。

2. 涵盖专业目录要求。

3. 工科专业还应涵盖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通用标准与专业补充标准要

求。

4. 能够凸显专业特色。

5. 文字描述恰当、严谨、清晰。

四、评价与反馈机制

1.质量及达成度评价方式

1）学生评价

 毕业生问卷调查

 毕业生座谈会2

） 实 习 单 位 评 价 3

） 就 业 单 位 评 价 4

）有关招生就业数据

2.评价分析

1） 对学生、实习单位、就业单位的评价资料、有关招生就业数据进

行统计。

2） 分析评价

 毕业要求是否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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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要求是否达成

3） 提出切实的改进措施。

3.持续改进

1） 将改进措施应用于专业毕业要求制定工作。

2） 通过下一轮的质量评价分析，证明存在的问题已获改进。

六、制度保障

1.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培养方案管理规定。

七、支撑材料要求

1.专业调研环节

 毕业要求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对照表（工科专业适用），

或毕业要求与专业目录要求对照表（非工科专业适用）。

 毕业要求与专业培养目标对照表

模板附后。

2.评审环节

 专家评审表

 评审会照片

 评审会会议记录

3.质量评价环节

 毕业生调查问卷原件

 毕业生座谈会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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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生座谈会会议记录

 学生校外实习单位反馈原件

 学生就业单位反馈原件

 有关招生就业数据

4.评价分析环节

 评价分析报告

含毕业要求科学性评价分析、毕业要求达成度分析、改进措施

5.持续改进环节

 将改进措施应用于毕业要求制定工作的证明材料，如：改进的

毕业要求等。

 证明问题已获改进的下一轮质量评价资料。

6.其它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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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专业毕业要求样例

说明：

各专业可按需对认证标准或专业目录要求进行分解，以便课程

体系设置、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与持续改进。

例如：

认证标准 2：具有从事工程工作所需的相关数学、自然科学以及经

济和管理知识。

可分解为：

毕业要求 1：能够将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运用到工程问题的

适当表述之中。

毕业要求 2：能够针对一个系统或者过程选择一种数学模型，并达

到适当的精度要求。

毕业要求 3：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进行严谨的推理，并能正确求

解。

毕业要求 4：能从数学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解决途径进行分析，试

图改进。

毕业要求 5：理解工程活动中涉及的重要经济与管理因素。



***专业毕业要求与专业培养目标对照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

说明：1.请在相应的格子里打“√”。 2.每个目标要求至少对应一项毕业要求。 3.每项毕业要求至少对应一项目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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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毕业要求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对照表(样例)

（工科专业适用）
认证
标准

毕业
要求

具有
人文
社会
科学
素养

具有运用工程工
作所需的相关数
学、自然科学以
及经济和管理知

识的能力

具有运用工程基础知识和
本专业基本理论知识解决
问题的能力，具有系统的
工程实践学习经历；了解
本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及

趋势

具备设计和实
施工程实验的
能力，并能够
对实验结果进

行分析

掌握基本的创新方法，具有追求创新
的态度和意识；具有综合运用理论和
技术手段设计系统和过程的能力，设
计过程中能够综合考虑经济、环境、
法律、安全、健康、伦理等制约因素

掌握文献检索、
资料查询及运
用现代信息技
术获取相关信
息的基本方法

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职业和行业
的生产、设计、研究与开发、环
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方
针、政策和法津、法规，能正确
认识工程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

影响

具有一定的组织
管理能力、表达
能力和人际交往
能力以及在团队
中发挥作用的能

力

对终身学习有
正确认识，具
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

力

具有国际
视野和跨
文化的交
流、竞争
与合作能

力

(1)具有人文社会科学  
素养、社会责任感和
工程职业道德

√

(2)具有运用工程工作
所需的相关数学、自
然科学的能力

√

(3)具有运用工程工作
所需的相关经济和管
理知识的能力

√

(4)  具备设计和实施工
程基础实验的能力，并能
够对实验结果进
行分析

√

(5) 掌握基本的创新
方法，具有追求创新
的态度和意识；具有

系统的工程基础实践
学习经历，具有综合

运用工程基础理论和
技术手段解决问题的
能力，解决过程中能
够综合考虑经济、环
境、法律、安全、健
康、伦理等制约因素

√ √

(6)具备设计和实施工  
程专业实验的能力，并
能够对实验结果进
行分析

√

(7) 掌握基本的创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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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具有追求创新 
的态度和意识；具有 
系统的专业工程实践 
学习经历，具有综合 
运用专业理论和技术手段
解决问题的能力，     
解决过程中能够综合 
考虑经济、环境、法 
律、安全、健康、伦
理等制约因素

(8)掌握文献检索、资
料查询及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
的基本方法

√

(9) 了解本专业的前
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
职业和行业的生产、
设计、研究与开发、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等方面的方针、政
策和法津、法规，能
正确认识工程对于客
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 √

(10) 具有一定的组织
管理能力、表达能力和人
际交往能力以及在团
队中发挥作用的
能力

√

(11)对终身学习有正
确认识，具有不断学

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

(12)具有国际视野和
跨文化的交流、竞争
与合作能力

√

……

说明：

1.请在相应的格子里打“√”。 2.每项认证标准至少对应一项毕业要求。 3.每项毕业要求至少对应一项认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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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毕业要求与专业目录要求对照表

（非工科专业适用）
目录
要求

毕业
要求

参见
各专
业要
求

……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毕业要求 4

．．．．．．

说明：

1. 请在相应的格子里打“√”。 2.每项目录要求至少对应一项毕业要求。 3.每项毕业要求至少对应一项目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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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毕业要求专家评审表

评审结论（请打√）
序号 评审内容

优秀 良好 合格 整改

1 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

符合专业目录要求

2 符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通用标准与专业补充标准
（工科专业适用）

3 特色鲜明

4 文字描述恰当、严谨、清晰

专

家

评

审

意

见

评审专家信息

专家姓名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专业 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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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课程体系质量监控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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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质量监控子系统

一、系统结构图

行业企业参与

 专家评审

 毕业生

 就业单位

 实习单位

 招生就业数据

评价机制

各专业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质量标准
反
馈
与
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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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流程图 毕业要求

专业目录要求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通用标准、专

业补充标准（工科专业适用）

国内外同类专业课程体系

区域经济、行业企业发展需求

Y
存在问题

N

毕业生

就业单位

实习单位

Y
存在问题

N

课程体系

行业企业专家、
校外专家评审

执行

评价分析

改进

专业调研

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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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体系质量标准

1. 课程体系能够有力地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2. 课程体系符合专业目录或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业补充标准要求。

3. 课程体系制定思路清晰，结构合理，充分体现“厚基础、宽口径、

强实践”的办学理念，各模块比例与学分要求符合学校规定。

4. 课程之间逻辑关系清晰，课程逻辑关系图正确、明晰。

5. 专业特色鲜明，能够体现学科专业发展的前沿动态。

四、评价与反馈机制

1.质量及达成度评价方式

1）学生评价

 毕业生问卷调查

 毕业生座谈会2

） 实 习 单 位 评 价 3

） 就 业 单 位 评 价 4

）有关招生就业数据

2.评价分析

1） 对学生、实习单位、就业单位的评价资料、有关招生就业数据进

行统计。

2） 分析与评价

 课程设置是否能够有力地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课程体系结构是否合理，是否能够体现“厚基础、宽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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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实践”的办学理念

 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清晰

 特色是否鲜明

3） 提出切实的改进措施。

3.持续改进

1） 将改进措施应用于专业课程体系制定工作。

2） 通过下一轮的质量评价分析，证明存在的问题已获改进。

六、制度保障

1.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培养方案管理规定。

七、支撑材料要求

1.专业调研环节

 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对照表

 课程体系逻辑关系图

模板附后。

2.评审环节

 专家评审表

 评审会照片

 评审会会议记录

3.质量评价环节

 毕业生调查问卷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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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生座谈会照片

 毕业生座谈会会议记录

 学生校外实习单位反馈原件

 学生就业单位反馈原件

 有关招生就业数据

4.评价分析环节

 评价分析报告

参照课程体系质量标准，对课程体系的科学性进行分析，提出

改进措施。

5.持续改进环节

 将改进措施应用于课程体系制定工作的证明材料，如：改进的

课程体系等。

 证明问题已获改进的下一轮质量评价资料。

6.其它支撑材料



***专业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矩阵表

毕业
要求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

课程 1 3 1

课程 2 1 2

课程 3

．．．．．．

说明：

1. 请根据课程属性，在相应的格子里填入该课程对某一毕业要求达成的支撑力度，其中，3 为强，2 为较强，1 为一般。 2.每门课程至少对应一项毕业要求。 3.每项毕业要求至少对应一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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