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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动化相关专业是国内高等院校中的热门专业,旨在培养系统工程、电力电子、仪器仪表等领

域的高级技术人才,以满足国家经济转型发展对高等工程教育的要求。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以产出为导向,

通过对人才培养过程的标准化认定,可以提高毕业生的培养质量和就业竞争力。控制类课程在自动化专

业的培养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明确了相关课程对学生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并对专业认证过程中

达成度的评价方法进行了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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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utomation 

related majors are popular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iming to cultivate advanced technical talents in fields 

such as system engineering, power electronics and instrumentation. Engineering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is 

outcome-oriented, which is helpful to enhance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of graduates. Since control curriculum 

is important in the education progra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evant courses and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is 

discussed in details. Meanwhile, evaluation methods for the achievement in accreditation process are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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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国际范围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对教育机构或教育项

目的正式认可,由非政府和非营利第三方组织执行,它是一种资

格评估而不是优势评估,是对教育过程是否符合规定标准的检

查。工程教育目的是培养具有工程知识、技能和经验的人才,

工程教育认证可以促进教育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并确保学

历和学位被其他国家所承认,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毕业生的社

会适应性和国际竞争力[1,2]。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CEEAA)是

由工程领域的机构和个人组成的全国性社会组织,主要负责组

织和实施中国的工程教育认证,其认证的通用标准包括：学生、

培养目标、毕业要求、持续改进、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和支持

条件[3]。其中,培养目标是对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在毕业5年后能

够达到的专业和职业成就的总体描述。而毕业要求指的是对毕

业生提出的明确、公开、可衡量的要求, 共有12条通用指标来

支撑培养目标。对毕业要求和培养目标达成度的有效评价是实

现持续改进的重要环节。 

作为自动化技术的理论基础,控制类课程一般包括“信号与

系统”、“自动控制原理”、“现代控制理论”和“计算机控制系

统”,这些课程直接支撑学生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通过交叉

互补和分层递进构建课程教学体系,可以提高整体教学质量,帮

助学生掌握系统建模、分析与设计等方面的专业技能及自动化

领域终生学习研究的能力,从而满足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对人才

培养的标准化要求[4,5]。 

1 控制类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如何达成认证标准中的毕业要求,必须依靠相关课程对指

标点有明确的、可衡量的支持,构建控制类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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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撑关系见表1,其中每一项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至少对应一

门核心支撑课程。该课程体系不仅为自动化领域专业知识的学

习提供了理论框架,更培养了学生在系统建模、算法分析、实验

设计、项目研发和终生学习等方面能力。毕业要求是否能达成

的根本落脚点,在于每一门支撑课程教学大纲和教学环节的设

计,即课程的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有清楚的对应关系。然后,

整个教学过程中的内容、方法及学时分配必须对教学目标提供

足够的支撑。 

表1 毕业要求支撑关系 

毕业要求 分解指标点 #1 #2 #3 #4

1 工程知识

1-2 掌握自动控制、计算机、检

测技术的基础知识,能应用于自

动化系统的反馈和控制问题

H M

2 问题分析

2-1 能运用数理和工程知识进行

专业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中的内涵

识别与理解分析

H M

3
设计/开发

解决方案

3-1 能针对复杂问题进行调研并

明确约束条件,完成自动化系统

的软硬件需求分析

M H

3-2 能针对需求独立进行算法和

程序设计,并能验证算法和程序

的正确性

H M

4 研究
4-1 能够基于自动化专业知识,

选择研究线路,设计实验方案
M H

7
环境和可

持续发展

7-2 能针对实际自动化项目进行

效率评价,制订安全防范措施,判

断产品可能对人类造成的损害,

并能够表达自己见解与建议

M H

11 项目管理

11-3 能够在自动化系统的规划、

设计和研发中运用所学经济、数

学方面的知识、原理和方法

H M

12 终生学习

12-2 能针对个人或职业的发展

需求,采用合适的方法持续学习

和提升,寻求拓宽知识和拓展能

力的途径

M H

 

 

 

2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必须符合院校的整体定位,适应专业领域的发展

趋势,满足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需要。以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

业为例,毕业5年左右学生被要求达到5项目标,其中与控制类课

程相关的为以下4项： 

培养目标1：能够运用专业知识与工程技能,具备独立发现、

研究与解决电力系统、电机和电力装备制造等领域复杂工程问

题的能力。 

培养目标2：具备从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相关领域的软硬件

研究设计、应用开发、系统集成和工程设计等方面的工作能力。 

培养目标3：具备正确的人生观、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

养,能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发展理念。 

培养目标4：具备终身学习、知识更新与自我完善能力,适

应行业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具备创新意识。 

表1中与控制类课程对应的毕业要求分别为1、2、3、4、7、

11和12,这些指标对培养目标的支撑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毕业要求 1 √ √

毕业要求 2 √ √

毕业要求 3 √ √

毕业要求 4 √ √

毕业要求 7 √

毕业要求 11 √ √

毕业要求 12 √

 

3 反向评价和持续改进机制 

反向评价基于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理念,其核心

任务是建立闭环形态的成果反馈和持续改进机制,主要由培养

目标达成度评价、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和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

这三个闭环组成,如图1所示。 

内环通过对控制类课程教学过程的监督和教学质量的评价,

实现对课程大纲、教学活动、师资队伍和配套条件的持续改进。

在每学期教学任务结束前,任课教师按照大纲中的教学目标和

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填写控制类课程期末试卷“命题审核

表”,并基于支撑关系分配考核内容和知识点。在考试结束后,

对学生的得分情况进行分类统计,得到基于期末考试成绩的教

学目标达成度并填写“试卷分析表”。在保证所有环节数据来源

的准确性、可靠性和代表性的前提下,按照教学大纲中对教学目

标达成度的整体评价细则,结合学生平时考核、实验考核和中期

考核的情况,填写完成“课程总结表”。评价结果经学科负责人

审核后,作为控制类课程体系持续改进和优化的依据。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如图1的中环所示。两种方法都以OBE为核心,前者体现教学活动

对毕业要求达成的量化支撑,后者是对应届毕业生实际能力的

定性分析。定量方法主要基于每门课程学生的考核成绩进行量化

计算和分析,具体方法为：为每个指标点确定若干门支撑课程,

并为每门课程分配对该指标点的支撑权重,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

成度则通过一定的公式计算得到。若该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

成度大于等于所设阈值时,则判定为该项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 

与定量方法不同,定性方法主要通过毕业生调查问卷结果进

行分析。调查问卷以毕业要求对应的能力项为基本依据,规划和

设计相关的调查项目,每个项目的得分量化为5个等级,用5分制

评分(很好5分、较好4分,一般3分,较差2分,很差1分),大于等于3

分为合格。根据多个项目或多张调查表,统计平均得分或得分分

布情况,给出评价结论。与控制类课程相关的问卷项目例如： 

注：#1(信号与系统),#2(自动控制原理),#3(现代控制理论),#4(计算机控制

系统),H表示核心支持,M表示补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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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自动化系统与反馈控制相关知识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  控制算法设计与编程实现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  运用自动化专业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  掌握自动化系统效率的评价方法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容易看出,定性方法可以从侧面对定量分析方法结论的有

效性进行验证。两种方法的评价结果经过本专业教学委员会综

合讨论,可用于毕业要求及其分解指标点的持续改进。 

最后,图1中的外环构建了毕业生跟踪反馈和社会评价为

主的长周期评价机制,主要通过社会经济发展及行业人才需

求调研、毕业校友及用人单位问卷调查、企业同行专家座谈、

校内专家和任课教师会议等方式进行,获得本专业毕业生的

个人发展、就业趋势和企业反馈情况。通过对现行的培养目

标是否符合教育部对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规定；是否符合国

家经济、技术发展需求；是否符合学校和专业的层次及定位

等内容的讨论,由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达成度评价报告,最终

实现培养目标的持续改进,以满足国家对新型自动化工程人才

的实际需求。 

4 结语 

自动化专业的工程人才是推动我国工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

力量,深化高等院校培养模式的改革,对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为契机,构建了以学生

产出为导向的控制类课程教学体系,讨论了教学目标、毕业要求

和培养目标的达成度评价方法,满足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标

准。有助于提高学生对系统建模分析、控制策略设计和解决复

杂工程问题能力,对提升自动化专业毕业生综合素质和培养终

生学习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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