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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常州工学院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例，分析了江苏省专业综合评估对专业考查的主

要内容和专业需重点关注的指标点。通过对专业目标与要求、师资队伍、教学资源、培养过程、学生

发展和质量保障等六大模块的逐一分析，得出常州工学院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培养质量良好，

专业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学生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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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optoelectron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 of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professional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professional test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index points that the major needs to focus 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ix modules of professional objectives and requirements, teachers, teaching resources, training 

process, student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assuranc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students in 

optoelectron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 at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s good, and 

an effective student training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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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教育厅2017年印发了《江苏

省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综合评估实施方

案》（试行）和《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专

业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试行）的通知（苏

教高〔2017〕15 号）两个通知，从2018

年开始在江苏全省开展普通高等学校专

业综合评估工作。计划经过5年的时间实

现全省所有本科专业的综合评估，根据

评估结构对相关专业进行相应的星级赋

值。评估工作采取专业相关要素定量与

定性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既重视对

专业基本状态数据的定量分析，又重视

专家对照标准的定性判断；其目的是发

挥专业综合评估的诊断、鉴定和改进功

能，从而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1 专业目标与要求 

专业建设规划与一流专业建设措施。

要求专业依据学校的人才培养定位给出

自己本专业的建设规划，通过努力争创校

级以上的一流专业。培养方案的目标与要

求：要求专业培养目标匹配国家要求（国

家教学质量标准）、社会需求及学校定位；

培养方案制定程序规范严谨、科学；培养

方案制定修订过程中有本专业对应的企

业行业和教学领域资深专家参与。 

2 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主要从教书育人、师资结

构、教师教学与科研创作水平与业绩、教

师精力投入等四个方面进行考查。其中

师德师风是教师评价的第一标准，必须

严格执行。师资结构要满足国家教学质

量标准规定的要求，包括专业师生比、专

业教师结构和具有行业背景教师情况。教

师教学与科研创作水平与业绩体现教师

本身的教学和科研素养，优秀的教师教

学与科研水平都较高，会有明显的教学

研究和科学研究产出。教师精力投入方

面主要体现教师的教学任务承担情况、参

与学生学科竞赛指导情况和承担教学研



现代教育论坛 
第 4 卷◆第 9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9 

Modern Education Forum 

究与改革的各类各级项目情况。 

3 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主要从教学条件、教学投入

和社会资源利用三个方面进行考查。教学

条件主要包括专业实验室、实习实训基

地、图书与信息化资源三块内容。教学投

入主要考查教学经费的投入，专业每年的

教学经费必须达到生均1000元左右才能

实现学生实习实训的正常运行。社会资源

利用主要考查专业有无与行业企业进行

合作培养学生，行业企业有无进行奖助学

金的捐助，常州工学院的光电工程专业已

接受常州鼎先电子有限公司近2年15万元

的奖助学金捐助，进行光电信息科学与工

程专业优秀学生、贫困生等的资助。 

4 培养过程 

培养过程主要从课程体系结构、课

程教学的实施两个方面进行考查。要求

课程体系结构合理，专业核心课程设置

符合国家教学质量标准，专业核心课程

时序关系合理。常州工学院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专业以光电信息系统的信息流

为主线设置各类课程，支持学生掌握信

息获取、处理和利用的基本知识，包括专

业领域的核心概念、基本原理技术和方

法；能运用基本原理来分析设计构建光电

信息系统，培养学生系统思维、技术分析、

性能评价和系统开发能力。“光电检测”

方向核心课程为“应用光学”“信号与系

统”“传感器原理与应用”“单片机原理与

应用”“光电检测技术”，“新型光源与照

明器件” 方向核心课程按照时序分别为

“物理光学”“光电子技术”“激光原理及

应用”“光源技术”“LED质量检测”。 

课程教学的实施部分，常州工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培养方案中设

置的所有课程都有完整的教学大纲。本

专业建立了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支撑

矩阵，对每门课程都提出了明确的课程目

标，建立了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二级观测

点之间的对应关系，并对教学内容、教学

要求、考核内容及方式支撑课程目标和毕

业要求观测点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构建了“四化四

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实践教学环节主

要包括课内实验、实习实践、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等形式，共39学分，占总学分的

24.4%，满足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和专

业补充标准要求。实验课程设置合理，

包括独立设置实验课程和课内实验，实

验开出率100%，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

课程比例占全部实验课程的100%。 

5 学生发展 

学生发展主要考查招生与生源情

况、学生学校指导与跟踪情况、就业与

发展三大模块。 

招生与生源情况。以光电专业为例，

学院和专业系根据专业特色和优势，进一

步细化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全体专业

教师参与招生宣传，形成了多渠道、多形

式、多层面的招生工作体系，取得了良好

成效。近5年，本专业每年招生录取人数

在80人左右，主要在江苏省内招生，志愿

录取率分别为：100%、81.93%、100%、100%、

84.39%；5年平均为 93.26%。 

学生学习指导与跟踪情况。光电专

业组建了学生指导工作组，建立了学生

指导工作推进机制，结合培养目标和毕

业要求，按照分工协作、共同负责的原

则，从立德树人教育、培养方案解读、学

习指导、日常管理、职业规划、就业指

导、心理教育咨询和创新创业指导等方

面为学生提供完善的指导。近5年，本专

业学生积极参加各类学科竞赛，省级以

上获奖共计 14项；11名学生参与发表论

文6篇；参加省级及以上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15项、校级34项、院级11项；学

生参与申请/授权各型专利1项。 

就业与发展情况。光电信息科学与工

程通过实地走访、邀请企业来校、毕业生

跟踪调查等多种途径，主动对接企业需求，

通过校友招聘会、优质用人单位专场招聘

会等多种形式推进就业创业工作，取得了

较好成效。近5年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应届

毕业生年终就业率分别为：100%、100%、

94.59%、93.67%、88%；光电信息科学与

工程专业领域内的初次就业率分别为：

80.6%、77.8%、81.1%、77.6%、77.8%；

考研录取率分别为6.06%、12.5%、22.97%、

18.99%、28%。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制订了人才培养内、外部调查实施细则，

每年对入学新生、大一学生、应届毕业

生、毕业5年左右往届毕业生和用人单位

进行问卷调查，及时准确收集相关利益

方对人才培养过程的有关信息，对教学

质量状态实施全方位监测，为专业教育

教学的持续改进提供详实可靠的依据。 

6 质量保障 

质量保障主要考查教学质量监控和

持续与改进情况。 

教学质量监控方面。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专业围绕教学过程建立了学校、

学院（专业系）二级联动的规范化质量

监控机制，实现专业教学全过程的质量

监控。学校明确提出了培养方案制（修）

订、教学大纲制（修）订、理论教学、

实践教学（含课内实验、实习实训、课

程设计、毕业设计等）、课程考核等主要

教学环节的质量要求。在此基础上，学

院结合专业特点出台了《光电工程学院

主要教学环节规范和质量要求》，对各教

学环节提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质量标

准，并在教学过程中加以落实。 

持续与改进方面。光电信息科学与

工程专业建立了完善的校内（教学质量）

和校外（培养目标）双循环有机结合的

持续改进机制。依据专业持续改进机制

和有关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目标

达成评价、教学过程质量监控等工作机

制实施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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