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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关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也是高校人才培养成败的关键。专

业人才的培养涉及在校生、毕业生、用人单位等三方面因素。因此,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跟踪机制构建,

应从教学过程环节跟踪、毕业生跟踪以及用人单位持续反馈等三个重要环节构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

的跟踪反馈机制。同时,形成高校人才培养“调研-标准-制定-实施-评价-反馈-持续改进”的闭环,

以持续提高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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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and is also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college talent training.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involves three factors: current students, graduates and employers. Therefore, the tracking 

mechanism of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constructed from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acking feedback mechanism from three important links: teaching process tracking, graduate 

tracking and continuous feedback of employ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closed loop of "research-standard-formulation 

-implementation-evaluation-feedback-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university talent training is formed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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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1年10月13日,教育部以教高〔2011〕9号印发《关于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该《意见》在本科教学

评估的主要内容与基本形式部分,指出要开展专业认证及评估。

在工程、医学等领域积极推进与国际标准实质等效的专业认证。

要与行业共同制定认证标准,共同实施认证过程,体现行业需求,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并取得业界认可。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

机构对高等学校进行专业评估。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学

术委员会组织制定了《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解读及使用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指南》中对于指标第4点持续改进中,

对于教学质量监控机制以及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做了明确解

读：“高校应建立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制,各主要教学环节有明

确的质量要求,定期开展课程体系和课程质量评价。建立毕业要

求达成情况评价机制,定期开展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建立

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以及有高等教育系统以外有关各方参与的

社会评价机制,对培养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定期分析”。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也指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要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

量为要点,以提高我国高校的国际竞争力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

贡献力量。目前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如何？各高校是否对自己

培养的进行质量评价和质量跟踪,并通过人才培养的质量评价

和跟踪进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查？最终是否能够形成“调

研-标准-制定-实施-评价-反馈-持续改进”的闭环,才能使高校

人才培养与社会、与企业需要的人才进行接轨？这一系列的问

题是高校人才培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研究和建立高校人

才培养质量的评价跟踪机制有助于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高校教

育质量的提高。 

1 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跟踪机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以某某学院计算机类专业为例,该专业包括了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网络工程、虚拟现实技术等

四个专业。目前该学院计算机类专业已经按照教育部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标准和国家人才培养质量标准,重新修订了2022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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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同时,已经完成2022版计算机专业工

程认证版的所有专业课程教学大纲。学院已初步形成一支熟悉

人才培养质量相关要求和工程认证指标要求的教学管理队伍。

同时建立了教务完善的三级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由教学督导、同

行、学生等构成的三级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开展教学督导查课、

同行听课、学生访谈等形式的教学质量监控,建立有班长、学习

委员等班委组成的学生信息员队伍,及时收集、汇总、反馈教学

一线的问题,为教学监控提供参考。 

但是,按照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要求,该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跟踪体系尚不完善,主要存在以下的问题： 

1.1常态化内部教学质量监控不能有效指导教学质量的持

续改进 

目前,学院成立以院长和教学副院长领导的院级教学督导

组,成员包括了各教研室主任和个别副教授职称的专任教师代

表；构建了三级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每学期会常规性的开展教

师说课、磨课、听课、师生座谈会等教学教研活动。同时还将

试卷、论文、常规教学资料等进行常态化监控。但是,对于课程

达成目标、毕业要求达成目标等不能进行定期的评价,人才培养

质量的“调查-制定-实施-质量评价与跟踪-持续改进”不能形

成有效的闭环。因此,评价反馈不能有效地指导教学质量的持续

改进和提升。 

1.2人才培养的各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尚未形成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明确了各类专业教学过程质量监控

机制、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专业的持续改进机制等各方面要

求,但标准比较宏观,具体落实途径尚需结合学院专业特点进行

不断完善。智能科技学院计算机专业自2014年开始招生至今,

开展了部分教学质量监控,但就培养目标、培养方案、课程体系、

教学大纲、课堂教学、课程考核、实践教学、毕业实习、毕业

设计等环节的教学质量评价标准、评价主体、评价内容和评价

方法,还缺乏系统化、规范化、常态化实施机制,教学质量的有

效性和持续改进得不到保障。 

1.3人才培养质量持续跟踪机制有待制定 

人才培养质量内部评价机制包括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制、

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机制、专业培养持续改进机制；外部评价及

改进机制,包括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社会评价反馈机制和专家

建议。目前,学院建立了一定的人才培养质量内容评价机制,但

基于评价的持续改进还有待完善；外部评价中毕业生跟踪反馈、

用人单位反馈机制尚未建立。 

2 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跟踪机制构建路径 

2.1内部评价机制建立 

人才培养内部质量跟踪机制是指学生在校内进行专业学习

的过程跟踪。根据《指南》要求,人才培养内部评价包括：教学

过程环节评价机制、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机制以及毕业要求

达成情况评价。本科四年的专业学习,需要从以下四个模块对人

才培养的质量进行监控。 

2.1.1规范教学过程环节,建立教学过程的质量监控措施 

教学过程环节是人才培养的实施过程,对人才培养的质量

把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展教学环节质量监控,制定教学环

节质量监控的措施,按照“调查-标准-制定-实施-评价-反馈-

持续改进”的闭环机制形成持续的跟踪机制。 

(1)利用现在信息化技术开发一套适应工程教育认证的评

价管理系统,完成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量化评价。为保证课程目

标达成度,需建立课程目标持续改进机制,按照“制定-实施-评

价-反馈-持续改进” 的闭环模式,开展课程目标的达成度评价,

判断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并根据评价结果反馈,持续地改进课

程目标和教学环节,保障其始终能够支撑毕业要求的有效达成。

课程目标的达成度评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包含了大量的

计算,有必要开发和利用现在计算机技术开发出一套相关评价

系统,来完成每一门课程的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并将评价结果

用于课程的持续改进。下面某某学院使用的工程认证系统,以

《工程教育》课程为例,对课程目标达成度进行分析。完成系统

基本课程信息录入后,系统将形成一份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报告。 

(2)常规化的教学检查应成为教学环节质量保障的重要

手段。高校教学检查是教学质量保障的重要手段,也是学院教

学质量保障的重要工作。每学期在期初、期中、期末三个阶

段开展三次有针对性的教学检查。检查内容包括各种教学资

料,如：教学大纲、教案、教学进度表、课件、教学手册等。

检查对象上有对教师课堂上课情况和学生到课情况、学生教

材持有情况的检查。同时,也可根据不同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

专项检查,及时反馈检查结果,并开展集中整改,以达到持续

改进的效果。 

(3)建立与学生能及时反馈教学信息的管理平台,定期开展

学生座谈会。学生是高校教育教学的最重要的工作对象。课堂

教学质量如何,学生是最直接的受众者。因此,必须建立学生与

学校、学院能直接沟通反馈的平台,第一时间了解学生学习的接

受程度和学习感受。 

(4)通过教师座谈会及时建立与任课教师沟通交流的平台,

及时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5)定期开展教师磨课、说课、教学竞赛等可以促进教师提

升专业水平的活动,搭建教师之间相互分享、相互学习、共同提

高的平台。 

2.1.2建立可量化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体系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单元。课程教学的质量直接影响到

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情况,要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首先要建立

可量化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跟踪机制。根据课程教学大纲要求,

指导《课程目标达成实施方案》制定,结合课程目标达成定量计

算,综合评价课程目标/能力达成,形成《课程目标达成定性报

告》,形成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结果。该评价报告将作为下一轮课

程持续改进的依据。 

2.1.3建立可以持续跟踪的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机制 

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机制是检验和判断专业人才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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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质量”是否达到预期质量标准(即毕业要求)的重要保障

机制,也是专业持续改进的基本前提。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可通过

收集最具有代表性、最能表征毕业要求内涵的学习成果数据,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来评价人才培养的质量。 

2.1.4形成培养目标达成情况的有效支撑体系 

建立和制定毕业生跟踪制度,定期对毕业生进行跟踪调

查访问,收集相关数据,根据数据分析确定人才培养目标的达

成情况。 

2.2外部评价机制建立 

对标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和专业补充标准,以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作为学院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标准,以学

校合格评估为契机,形成清晰、明确、可考量的课程目标、毕业

要求和培养目标,推动教学模式改革,构建有效的人才培养质量

评估监控及跟踪反馈机制,形成持续改进的工作机制。确保专业

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改进。国家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需要经历

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显现。首先要经历四年的专业学习；再次

走入社会,进入企业继续深化学习；最后,在工作中进行持续自

我提升。因此,人才培养质量的监控除内部跟踪评价外还有外部

跟踪评价。 

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以及有高等教育系统以外有关各

方参与的社会评价机制,对培养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定期分析。

为了获得人才培养质量的外部评价反馈意见,专业建立了毕业

生跟踪反馈机制和多方参与的社会评价机制。通过开展毕业生

跟踪、用人单位调查和企业专家咨询、第三方结构评价等工作,

获取外部对专业培养目标及教学质量的评价数据,通过数据统

计分析形成培养目标达成情况的总体判断。 

2.2.1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 

对毕业生跟踪调研工作的目标、组织机构、调研周期和方

式、工作职责、具体措施等方面进行明确的规定。定期开展毕

业生状况调查,全面了解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为学院人才培养质

量、就业管理服务等提供持续改进的科学依据。 

2.2.2对标用人单位建立评价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连接 

学院每年不定期到相关企业调研。建立社会评价反馈机制,

通过座谈、访谈和问卷调查等形式收集用人单位对本专业毕业

生的培养质量信息,用于专业培养质量评价,并将评价意见反馈

到专业培养过程的持续改进工作中,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3 结束语 

构建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跟踪机制是按照工程教

育认证标准执行并实现持续改进,形成人才培养“调研-标准-

制定-实施-评价-反馈-持续改进”的闭环效应。该人才培养质

量跟踪机制的构建,针对参与评价主体的多元化的特点,建立适

用于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主体的跟踪调查体系,关注内部评价和

外部评价,全方位获得人才培养反馈信息。通过对在校生、应届

毕业生、专业教师开展校内质量跟踪。校外开展往届毕业生、

用人单位、第三方评价机构等开展质量跟踪。同时,结合国家教

学质量标准和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制定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课

程体系、课程教学大纲、毕业要求,保证认证关键性和必要性指

标的全面落实,建立面向产出的可操作、可量化、可跟踪、可评

测的内部和外部评价机制,形成规范化、常态化的人才培养质量

跟踪机制,以点带面,为整个学校人才培养质量跟踪机制的建设

提供一定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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