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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生

1.1　具有吸引优秀生源的制度和措施。

【内涵解释】

ļΤ Ľ˾ ͧͮһ ֒ ļ Ľ

ᵷļ Ľȋļ Ľ̝ ֒ᵅ̎ һ ˵ ₯ ̂

̈ תּ ₯ ̂̈̾ תּ ᵷ ᴛ

ᴛּת ḱ ̂̈ תּ ͂ ͻΐѵ ₯ᾈ

ᾊ ȊẰ ‚̶̂̈һ ת˵

Ȋ͂ ת ȋļ Ľ ќ ȋļΤ

Ľ ˵̒ ₯ ᴊ‚ Ȋ ̈ᵷ Φ

ᶞ Ằ˾ᴯ̂̈ ˾↨ ᴯȋ

ļӓּתᵷ Ľ ѱ ‚ ₯̂̈ ᵷ̂

̈ ᴉ ꞊֒ ̂̈ һ Ȋ̂̈

ΤԈһ Ȋ ⁶ΪȊὺ‚ Ȋӿ‚ Ȋ ‚ Ȋ

Ằ ̂̈ ᴛּתһ ȋӓּת כּ ѵ

 ᵷ ͟ᵠȊ ΕЃ ᵷ ȋ ὕ

תӓּ₯כּ һ ᵷ Ζ Ϸ ӓּת

‴Ḧȋ

【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 ˿̂̈ ѱ ӓּת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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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 Ηᵷ̂̈ ̝ ӓּת

ӎ ̂̈ Ηᵷ  Η

ѵς ₯ᴪ ӓּתᵷ һ Ζ ҕȋ

0 ̂̈₯ Ίᴃ ת˺ ᵷ

ᴇ≠ Ԉһ ֒ ѩ‚ ҕȊẰ ₯̂̈

Ȋתּ ᴛּתΊᴃ‚̶

1 Ѓ ѱ♩ω ꞊ ӓᵷ

ҕȋ

【常见问题】

/ ͧӄ̟‚ ∑ ӓּת ̂̈₯̈́ᵎ Τ

Η˾ כּ ӓּתᵷ

0 ͧӄ̟ ̈̂ת ̂̈һ ‚

̈ + ₯ ҕ ֒ ̂̈һ ᴋ֙

һ * + ᴉ כּ

1 ₯Ằ ̂̈ ᴛ ҕ һ

₯һ ᴉ ₯ ὧ

Ὓѱ ȋ

1.2　具有完善的学生学习指导、职业规

划、就业指导、心理辅导等方面的措施并能够



3

很好地执行落实。

【内涵解释】

כּ̈̂ ≠‚ ‚̶ ₲Ȋ ̈ ӂȊↄ̈ ₲Ȋ

₲ ♩ω ꜡ӿ‚ ̈  ‚

ᴇ≠ȋᴪ ₲ Ӿ̕ ‚ ‚̶ ₲ Ѵ

₲ Ӿͮ˾ᴯϮ ̿Ί ȋ

̂̈Η ⱲּכẰ‚ ‚̶ ₲♩ω̕ᴇ ̝Ӷ

ω ᴬ ‚ ≠‚̶ ₲♩ωȋ‚̶ כּ₲

 Ί˼ ў כּ ‚ ̂̈ ̈

̈ Ὓѵὐ Ȋ Ӷᵷ +₯

̈ ̾ Ѵ כּ ‚

˵ ặνᵷω ̾ ‚̶˿ ̈

ѱ Ἱ ‚̶̝Ӿ ᵷ ᴱ כּ

ᾈặⱲ ϝ‚ Ằ‚̶̕ ӑ

Ὓ ϶ặ₱ ꜡ӿȋ

̈ ӂȊↄ̈ ₲Ȋ ₲ ♩ωּכ ˿‚

̈ Ϸ ‚ ᴇ≠ȋ

【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 ̂̈ᴴ‚ ἎѸ ҕȋ ᵁ ̂

♩ω ᴴ‚ Ѫ ἎѸ ꜡ӿ‚ ̾

̂̈ἎѸ Ȋ ̈ Ȋ ς ᴃѴ ͇ѱ ȋ



标准解读及使用指南

4

0 ̂̈₯Η Ⱳ ≠‚ ‚̶ ₲ ♩ω

ᵷ ȋ ᵁ Η ⱲẰ‚ ‚̶ ₲♩

ω̕ ̝ς Η ‚̶ ₲♩ω ѵς Ѿ₇Ȋ

Ȋ Ȋ ‚̶ ₲♩ω

♩ω Ε ὐ ♩ω ᴛ ᵁ

Ⱳ ˻ ♩ω + ȋ

1 ‚ ‚̶ ₲˿ ̈ ѱ ȋΗתּ

Ⱳ ᵁᴴ‚ ‚ὠ ˿

̈ ѱ ᵁ ‚ Ὓᴀ

̈ Ζ Ᵽ ‚̶ Ζ Ⱳ ‚

Ӿȋ

2 ̂̈ ̈ ӂȊↄ̈ ₲Ȋ ₲

♩ω ᵁ ӓּתȊ͟ᵠᵷ ΕЃ ₲♩ω

ᵁ Ὓ˿‚ ̈ ȋ

【常见问题】

/ ‚ ‚̶ ₲♩ω˾ Ạ ̈ ‚

₯̈́ ̈ ˾̾ ȋ

0 ‚ ‚̶ ₲Ȋ ̈ ӂȊↄ̈ ₲Ȋ

₲ ᴪ ♩ω ͇ ͇

ם ȋ

1 Η Ⱳ˾ ‚ ‚̶ ₲ ̝ 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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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ϩ ‚ ♩ω Ν ̸˿ ͟ ȋ

1.3　对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表现进

行跟踪与评估，并通过形成性评价保证学生毕

业时达到毕业要求。

【内涵解释】

̂̈ ₯‚ ̒ς ‚̈ ҕ ˿ γ

₯̈́‚̈ ẛ ‚ ᴃ + ᴉ ꜡

꜡ӿ‚ ‚̈ ̈ ȋ

̂̈ Ζ ӓȋ Ζ Ằ

‚ ̕ ᴪ ₧ᵷ Ζ‚ ‚̶

ᴇ ᴃ ꜡ ꜡ӿ‚

ȋ Ζ ̜̾ ₯

‚ ϝ↨ᴛ ὗ ‚ Ằ‚̈ Ὓ ̈

ȋ

【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 ̂̈₯‚ ̒ς ‚̈ ҕ ᵷ γ

ӓּתᵷ ֒ ᵷ γ ♩ω Ȋ Η͟ ȋ

0 ₯‚̈ ẛ ‚ ˿꜡ ӓּתᵷ

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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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Ằ ‚̕ Ạ ≠

Ζ ӓּתᵷ ֒ ₯ Ⱳ ♩ω ₲Ȋ♩ω Ȋ

Ε ᵷ Ϸ ȋ

2 ת˺ ̂̈ ≠ Ζ♩ω

ᵷ ȋ

【常见问题】

/ ₯‚ ̒ς ˿ γȋ

0 ӓ˾‴Ḧ ˿ ӓ ύ ꜡

ӑ ȋ

1 ᴖ ֵ ‚

‚̶ ̕ Ζ˾ ȋ

1.4　有明确的规定和相应认定过程，认

可转专业、转学学生的原有学分。

【内涵解释】

ѱ ̂̈₯ ѩ‚ פ ‚һ ᴛ ϩ ᵷ

ȋ̦זּ Ί ļ ᴛĽļפ ‚һĽ ẕ̜ ļ͍‚һĽ

כּ₯ ‚ Ӿ ̜  ̈

Ϩ Ηӻ ˾ᴯ‚ Ȋ˾ ᴯ̂̈ ļ ‚ ӾĽ

ᴪѵ ˾↨ ᴯ 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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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һ ‚

‚̶ ̜ ѱ ̈ Ϩ̾ כּ

ẕ ̂̈ Ӌ ‚ Ằ ̦̂̈ὕ ᴉ

‚һẰ ̂̈ ̈ ᵁļ ΖĽ ļ

Ľ Ҕ ᵁ ᴛ ‚һȋּ̂̈כἏ̈́ ӆӓפ˵

‚һ   ‚һ ᴛ ϩ Ȋ Η͟ᵷ

זּ +Ѓ  ᴛ ȋ

【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 ̂̈‚һ   ֒ ϩ Ȋ 

ᵷזּ Η͟ ȋ

0 ϩ ᵁЃ ᴛ ļ‚һĽ₯ ̂

̈ ̈ ȋ

1 ᴛ Ȋזּ Η͟ ᵁᴬ ᵁ

‚һ   ̏ ȋ

2 һ‚ת˺ ᴛ Ϣ ᵁ ‚һ

ᴛ ᴬ ȋ

【常见问题】

/ ҝ ҝ ̥ ὠ ﬞͬ ‚

ļ ‚Ȋ ̂̈ Ľ ˾ ļ פ ‚һ

ᵷ  Ľ ‚һ Ἇ ӆפ ς M@C

Ἇ 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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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ļ ᴛפ ‚һĽ Ἇ ˾ӆפ

ς ļẰ ̈ ĺ˻ Ļ Ἇ Ľ

1 ļ ᴛפ ‚һĽ Ἇ ˾ ᴖ

‚һ ļ ĽȊ ᴰ ļ ᴯĽ ļЍ

‚ Ľ

2 ļ ᴛפ ‚һĽ ˾Ὓ

̪ļẰ ̈ ˻ĺ Ļ Ӌ Ľȋ

2. 培养目标

2.1　有公开的、符合学校定位的、适应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培养目标。

【内涵解释】

ἎѸ ₯ ̂̈ ̈ Ằ ̈ᴱ ᴟ♪ת3

Ὓ ӑ ̈ᵷ̂̈ ↄ ς ȋ̂̈ӓἎѸ

ќһ Ѿὕ ᵷ Ε ֒ ‚ 

νȊ̂̈ѵὐ ΕȊ Φ ᵷӍ ѱ

ȋּ̂̈כ ᴪ ϝӍ ѱ ӎ

̂̈ Ⱳ ̾ ᵷᴀ˿ἎѸ ӓ ẰἎѸ

Ѿ ˻ Ѱ ȋ



9

כּ̈̂ Ѭ Ѭⱬᵷ ̂̈ ἎѸ

ϝӍ ѱ ᵷ ἎѸ ᵅ̥ȋ

【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 ̂̈ἎѸ ̕₯ἎѸ ᵁ‴

ᵁ ‚ ̈ ᴟͮ̈♪ת3 ̂̈ ἇȊ ̈

ᵷ ѵὐ ̈ Ӷȋ

0 ₯ἎѸ Ѿ ᵁᴬ ᵁ

ἎѸ ˿‚ νȊ Φ Ѿὕ ᵷ Ε

ѱ ȋ

1 ἎѸ ӓ ᵁ ≠̾ ᴃ

ᴬ ֒ ₯ ⱲȊ ‚ Ѿ

₯ ֵ͟νȊ ᴄȊ ̈ ᴃѴͻӍ

ѱ ὕ ₯ һ Ίᴃ һ

бҲ ᵁᴬ ȋ

2 ἎѸ ᵁ Ѭ ˾ᴯ

̕ἎѸ ᵁ˵ ᵁ ӿ̈́Ӎ ѱ

ᵷ ἎѸ ᵅ̥ȋ

【常见问题】

/ ̂̈ ἎѸ ₯ ˾ ˾ ᴆ

‚ νᵷ̂̈ ȋ

0 ἎѸ Ѿ₇₯ ̈ 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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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ѱכּ₯ ȋ

1 ˾ ᴬ ̂̈ἎѸ ˿‚ νȊ

Φ ѱ ȋ

2 ἎѸ ӓ ≢ ̪ќһ

Ѿὕ ˿һ ϩ ˾ ȋ

3 ἎѸ Ѭ ˾ ˾ᴯ ₯ἎѸ

˾˵ Ѿ ˾ ȋ

2.2　定期评价培养目标的合理性并根据

评价结果对培养目标进行修订，评价与修订过

程有行业或企业专家参与。

【内涵解释】

₯ἎѸ ᴬ Ζ Ѝ ἎѸ Ἇ

♩ωȋ ᴬ ̂̈ἎѸ ˿‚ νȊ

̂̈ѵὐ ΕȊ Φ ᵷӍ ѱ

Ѿὕ ᵷ Ε ᴬּתȋּ̂̈כ ≠ἎѸ

ᴬ Ζ ̾ ᵷһ Ѿὕ ᵷ Ε ᴋ֙

+ ᴋ֙ ҕЍ ἎѸ ȋ Κ̈ ̈̂₅

ᴀ˿ ΖЍ ♩ω ̜̾Ѓ ΖᵷЍ ♩ω 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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ᾈ ᴆ ̈ ͟ ϝ̂̈ ͟ ἎѸ♩

ω Ӻ ᴬ ̈ ȋ

【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  ≠ἎѸ ᴬ ΖᵷЍ ♩ω

ӓ ᵁ ֒ Ζᵧ Ȋ♩ω Ȋזּ Η͟Ȋ

Ȋ♩ω ȋ ̕ ᵁ ₯ả

Κ̈ ̈̂₅ᴀ˿ȋ

0 ̂̈₯ἎѸ ᴬ ᵅ̥ ᵁ

ᵁ ἎѸ ᴬ Ζ ≠̾ ₯

Ѿὕ Ѿ₇ ᵁ˿‚ νȊ̂̈ѵὐ

ΕȊ Φ ᵷӍ ѱ Ѿὕ

ᵷ Ε ѱ ₯ ᵁ ᴃ ⱲȊẰ -₅ Ȋ

ᴄȊ ֵ͟νȊ ̈ ᴃѴͻӍ ѱ ȋ

1 ̂̈ ᵁ₯ ̾ һ +Ἇ

̈́һ ≠̾ἎѸ ᴬ Ζ ≠Ἆ

Ѹ Ѝ ♩ωȋ

【常见问题】

/ ӓ ἎѸ ᴬ Ζ Ѿ₇Ȋ

Ȋ ˾ ♩ω ≠ ͧͧ ₯

♩ω̘ ≠̾ ᵷһ ♩ω ˾ᴛ ȋ

0 ₯ᴪ ͟ Ѿ₇Ȋ 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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Ѿ₇˾ ᴆ Ѿὕ һ

˾ќһ ֵ ȋ

1 ᾧפ ˾ᴃ ˾ פ

ᾧ ˾ ȋ

2 ₿ἎѸ ᴬ Ζ˿ἎѸ һ

ȋ

3. 毕业要求

̂̈ ȊѬ Ȋᴛ ̈ *

̈ כּ ἎѸ ȋ̂̈ӓ ̈

Ѫ‴כּ Ί˼Ѿ₇

【标准解释】 ҝ₯̂̈ ̈ Ҳ ļ̾ Ȋ

Ѭ Ȋᴛ Ȋ Ȋ Ľ ȋ ļ Ľ

כּ̈̂ ҝ ̂̈ ̈ +

һ ̈ Ѿ ȋ ļѬ Ľ

̈ ω̜̂̈ἎѸכּ ̕ Ѿ₇ ả

̿ΊѬ + Ȋ⁶ ᵷ ϝⱲ

+ѵ ₯˵ ȋ ļᴛ Ľ

‚ ‚̶ Ὓ ̈

Ӷ ᴛ  ̃ Ӷᴛ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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ᵷ ӋѴ ҕ ᴛ Ζ ȋ ļ Ľ

̂̈ ̈ ₯‚ ѱ Ӷ כּ ς

₯̂̈ἎѸ ȋ ļ Ľ ̂̈ӓ

 ̈ Ằָכּ˻תּא ‴Ѫ ҝ̕ /0 ̈

ᴃ Ѿ₇ ‚ ӶẰ ξ˾כּ˻תּ

̈́ /0 ҝ Ἇ ȋ

Ằ  ̕ ˻ ļ Ȋᴛ Ȋ Ȋ

Ľ ᴛΊ ̂̈һ ̈

ȋ Ὓᴆ ̈ Ѿ

* ̃ ̈́ ȋ ̈ ᴛΊ

Ӌ ̂̈₯̈́ ҝ /0 Ἇ Ѿ ᵁ

ᴛΊӋ ̂̈ ̈ Ζ ӓ

ᵁѵ ᴛ ω ᵷᴛ ̵ᴛΊӋ ̂̈ ᵁ

ἎѸ ̈ ȋ ̦ ↄ ᾊ

˾ ς ҝ ᵅ̥ ϝ̂̈ב /0

ҝ̵ ↄ ļ Ľ ᾊ ˾ᴛ

ϝב ̾ תּ Ζ Ѵ ̵˾ ȋ

̈́ ̈ ‚ Ӿ Ί˼

˵ ̜ ẕ ̵ Ἇ̈́ 

ȋͮᴛ תּ ̈

һ כּ Ӎ̈́˿‚ ļἏ - ̂̈Ἇ - ̂̈Ľ



标准解读及使用指南

14

һ ₯ ᴬ ѩ ‚ כּ

Ӷ ļ ᴴĽһ ȋ ̈

һ ѱ ₯ ѱ Ӷ Ѿ

ᴖ бӑ ᴛ ѩ ‚Ѿ₇+

Ζȋ ̈ ᴛ ļ Ӷ Ľ

һ ȋ

3.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内涵解释】 ҝ ₯‚ ļ♩ Ľ

Ҳ̾ļ‚Ί Ľ ȋ֒ ̎̒ Ѵ˵ ‚

ѵὐ Ҕὑ ♩ ‚Ȋ ‚Ȋ

♩ Ἇ ᵷ̂̈ Ѵ͂ Ὓ₿ ͍ ̈́

Ҕὑ ♩ ȋӡ ₯ ᴱ

₯ ȋ

̂̈ᴛͮ˼ӄ תּ ҝ Ѿ /

₿ ‚Ȋ ‚Ȋ♩ ‚ ♩ѵ ̈́♩

0 ₯ѵς ₯ ‚ Ợ+

1 Ὓ₿ ѱ ᵷ ‚ Ợ ̈́ Ȋ

һ ̂̈♩ 2 Ὓ₿ ѱ ᵷ ‚ 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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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Ҕ ˿ ᴬȋ

ҝ Ӷᴛ ‚Ȋ ‚Ȋ♩

Ἇ Ȋ̂ ̈Ἇ ᵷ̂̈ ‚ ἎѸᵷ Ζȋ

3.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

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

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

论。

【内涵解释】 ҝ ₯‚ ļ һ Ľ Ӷ

Ҳ̾̎ Ѵ˵ ‚ ΦἏ̈́‚כּ פ‚

Ѵ͂ ‚ כּ ļ һ Ľ ȋ

ӡ ӶἎѸ ᴱ ‚ȋ

̂̈ᴛͮ˼ӄ תּ ҝ Ѿ /

ѱ פ‚ ӎᵷӋ ὑ ♩ ѱ

0 Ἇ̈́ ѱ פ‚ ᵷ ‚ Ợ

ὑ ♩ 1 ӑ Ҕ ὗ

ᴛ Φ ₱ ᴛ Έ Ҕ 2

Ἇ פ Нӿ һ ᶞẕ

ȋ

ҝ Ӷᴛ ‚Ȋ ‚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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Ȋ ֙ᴃ ἲ ӓ ẕ ȋ

ҝ Ӷᴛ ̂̈ Ȋ

ѱ Ίᴃ Ȋ͕ᶖ Ȋ ̈

 ἎѸᵷ Ζȋ

3.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

学方法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

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

理有效的结论。

【内涵解释】 ҝ ‚ Ὓ ᴴὑ ♩

ļ Ȋ Ȋ Ȋ Ľ

≠ ȋ

̂̈ᴛͮ˼ӄ תּ ҝ Ѿ /

ὛἏ̈́ פ‚ ѱ ᵷ

һ ὑ ♩ Ҕ 0 Ὓ ₯

 1 Ὓ 

 ′Ѫặ ≠ ặ

 2 ₯ һ ᵷ +

І ᴬ ӑᴬ ȋ

ҝ Ӷᴛ ѱ Ȋ



标准解读及使用指南

18

Ȋ Ίᴃ Ѿὕᴪ ̂ Ӿ Ἆ

Ѹᵷ Ζȋ

3.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工程

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

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

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内涵解释】 ҝ₯‚ ļϝ Έ♩ѵĽ

Ӷ Ҳ̾ļ ᴇȊ ᵷϝ Ľ ȋ Έ♩ѵ

֒ Ȋ Ȋ Έ♩ ♩ѵᵷІ ♩ѵȋ

̂̈ᴛͮ˼ӄ תּ ҝ Ѿ / ̾

̂̈꞊ ΈΎṻȊІ ♩ѵȊ♩ ♩ѵᵷ

Ε ϝ פ ᵷ + Ѵ∆ 0

Ὓ ˿ϝ ΎṻȊІ Ȋ♩ ♩ѵᵷ

̂̈ Ε ₯ὑ ♩ һ Ȋ ˿

1 Ὓ ₯ѵς ₯ ᴇ 

Έ♩ѵ ᵷ ̂̈ + Ὓһ Ѵ∆

ȋ

ҝ Ӷᴛ ѱ ̂̈Ἇ

̂̈ ᵷ ἎѸᵷ Ζ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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ҝ Ӷᴛ ѱ ̂̈

ᵷ̶Ȋ  ἎѸᵷ Ζȋ

3.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

价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内涵解释】 ҝ ‚ ἲᵷ

ᴛ ᴇ≠ Ằ♩  ̕ Ὓѱ Ȋ ᵷ

Ζ ἲЃ Ȋ Φᵷ Ίᴃ ᴛ Ȋ ᴛ

Ȋ͟ Φᴛ ȋ

̂̈ᴛͮ˼ӄ תּ ҝ Ѿ /

ᵷ ἲЃ ᵷᴛ ᴇ≠ ᵷѾ 0

Ὓ Ằ ἲЃ ᵷᴛ ᴇ≠ תּ ̂̈♩

 ᴛ Ζ͕ᶖᵧ ̕ᴛ ₯͟ ᵷ ἲ

₂ᵷ ȋ

ҝ Ӷᴛ ᴃ ἲȊ

Φᴛ ᴇ≠ ѱ Ίᴃ̂̈ ᵷ

ἎѸᵷ Ζȋ

3.8　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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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

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内涵解释】 ҝ ₯♩ ‚ ͟ Φ

‚ ѸȊ♩ ̈ ᵷ Φ Η Ҳ̾ ȋ

ļ͟ Φ ‚ ѸĽ̝ ‚ ѵכּ ΖШ

̒͟˿ Φ ѱ ̾ ̕ẤẤ ȋļ♩ ̈

ᵷ Ľ ♩ ẗς ͟ᵠ Ѱᴯ ‰

̈ ‰ ˾ᴯ♩ ἇ₯ ֙ μѴ

̥ ᴯ ב Ѭ Ȋ І‰ӆȋ♩ ̂̈

̈ ̾ ѵὐ˵ ЍѸᵷ Φ

Η כּ ♩ ̈ ᵷ ⅛Ѵ ₯Ѭ

Σ ′ѪȊг︠ᵷ Ίᴃ ἲЃ Φ Ηȋ

̂̈ᴛͮ˼ӄ תּ ҝ Ѿ /

ΖШ ̒͟˿ Φ ѱ ̾ ̕ẤẤ

0 Ѭ Ȋ І‰ӆ ♩ ̈ ᵷ

+ Ằ♩  ̕ ‰ 1 ♩ Ⱳ₯ѬΣ

′ѪȊг︠ᵷ Ίᴃ ἲЃ Φ Η

ὛẰ♩  ̕ ⌐ Ηȋ

ҝ Ӷᴛ Ȋ͟ Ȋ♩

ή Ȋ Ȋ ̈ Ίᴃ Φ Ȋ ẗ

Ӿ  ἎѸᵷ Ζȋ♩ ̈ Ἆ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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כּ ӑ‚ Ἇ ᶖ ἎѸ ᾊ Ѭ ᴆ

‚̶ ˾ ˾Ὢὠ

І‰ӆ Ȋ‰ Ȋ‰ Ȋ˾ω ℅ ͕

ȋ Ζּכ ѱ ‚ ̜ ȋ

3.9　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

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

色。

【内涵解释】 ҝ ‚ ὛẰὗ‚

˼ ẗ ̕ ˾ᴯ ȋ ļὗ‚ Ľ

ẕ̜♩ ᴇᵷ ꞊ ᴃ˾ᴯ‚ ἇ

ᵷ͟ᵠ ϶ב ‚ ̒͟ ♩ ӈ

ᵷ͕ᶖ ᴇ Ѵᴱ ̕ Ȋ ͕ȊⱫẺȊ

ӻ ̵ ˾ᴯ‚ ͟ᵠֱω ẕ ‚ ѵὐ

Ằὗ‚ ẗ ̕♩ω Ӷȋ

̂̈ᴛͮ˼ӄ תּ ҝ Ѿ /

˿Ѵͻ‚ ᵠ ᴬωѰ́ 0 ὛẰ

ẗ ̕ ᴬω ≠♩ω 1 Ὓ Ȋֱ ᵷ

ẗ ≠♩ωȋ

ҝ Ӷᴛ Ѿὕ 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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Ӿ ‚ ẗ Ηӻ ᴬω ‚̶ Ӿ ἎѸᵷ

Ζ + ᴬ һ ҝ Ζ‚ ȋ

3.10　沟通：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

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

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

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

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内涵解释】 ҝ₯‚ ↄ̂̈

͒ Ӷ ᴃѴẤ ᵷ ֙͒ Ӷ

Ҳ̾ ȋ

̂̈ᴛͮ˼ӄ תּ ҝ Ѿ /

ↄ̂̈ ΊᴐὨȊ Ȋấ ҝ

Ᵽ ẓּכ ˿̈ ᴯ ᵷ ΦѬΣ

͒ ⱡ ȋ 0 ̾ ̂̈ ἇ Ấ ᴇ≠ ԈȊ

ᵷ℅ ̅ ˾ᴯ ֙ ⱡ ᵷὗ

1 ѵὐ ֙͒ ᵷ̸ Ӷ

ↄ̂̈ Ằ ֙ ˼ Ἇ ᵷ͒ ȋ

ҝ Ӷᴛ ѱ ᵷ Ȋ

‚ ͒ ӾȊ̂ Ӿ ἎѸȋ ᴬ

һ ҝ Ζ‚ ȋ



标准解读及使用指南

24

3.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

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内涵解释】 ҝ ļ♩ פ Ľ̝

♩ ͕ᶖ ᵷ Ѫᵧ Ȋ

Ѫ ֒ ὗΗӻֱ Ȋ תּ

ӓȊ ѱ תּ ͟Ӷ ὐ ȋļ Ҕ

Ľ ₯♩ ͕ᶖ ᵷ Ѫᵧ Ȋ

Ѫ һ ᵷҔ ȋ

̂̈ᴛͮ˼ӄ תּ ҝ Ѿ /

♩ ̕ ᴃ ˿ Ҕ 0 ̾

♩ ᴃ͕ᶖѪᵧ ȊѪ Ѵ̕

ᴃ ♩ ˿ Ҕ 1 Ằὗ‚ ἲ

˼ & ֒ ἲ ' Ằ ᴇ Ҕ ̕

♩ ˿ Ҕ ȋ

ҝ Ӷᴛ ᴃ♩ ᵷ

Ҕ ѱ Ίᴃ Ȋ Ȋ̶

 ἎѸᵷ Ζȋ

3.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

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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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解释】 ҝ ‚̶ Ӷ ẕ

̜‚ ̈ᴇ≠₿ ̘ Ȋ ͕̈Ȋ ̈ Ȋ

‚ ̦̂̈ ͒ᴂ ᴬ₿ ̜ Φ

Ԉ Ί‚ ‚̶

ѵὐ ‚̶ ᵷ Ӿ Ӷȋ

̂̈ᴛͮ˼ӄ תּ ҝ Ѿ /

Ằ Φᴇ≠ ὠ ˼ ӑ ̝ᵷ ‚̶

0 ѵ ̝‚̶ Ӷ ֒ ₯

Ӷ Ӷᵷ Ҳ Ӷ ȋ

ҝ Ӷᴛ ѵ ᵉᴇᵷ ₲ω

‚ Ίᴃ Ѿὕ ἎѸᵷ Ζȋ

【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 ̈ ̈ ᴃѴ ᴃѾ

ᴬ ̈ Ѭ Ⱳ ₯ ̈

ᵷ ҕȋ

0 ҝ ̂̈ ̈ ᴃѴ ₯ /0

ҝ ẰļָתּאĽᵷļ ˻Ľתּ  ҕ

תּאẰָב ᵁѪ * Ằ ˻תּ ᵁ˾ξ̈́ ҝ

/0 Ằ ˻ ᵁҝ ȋ

1 ̂̈ ̈ ₯ἎѸ

ᵷ ȋ һ ᵁ ̾ ̂̈͟



标准解读及使用指南

26

Ӷ Ӷ ᵁ ̂̈ἎѸ ̕

̈ ̈ Ӷȋ

2 ᴛ ̂̈ ̈ ᴛ Ȋ

ᴛ Ζ ȋ ᵁ Ὓ ‚

Ӿ ҕ ᵁᴛ Ζȋ

【常见问题】

/ ̈ ӓ ᴬ ♩ω ӓЃ

Ⱳᴀ˿ּתξ ᴀ˿ ₲ ̈ Ί

ȋ

0 /0 ҝ Ә

ҝ Ѿ ₲ һ ˾ ς ҝ ȋ

1 ̈ ӓ₯ἎѸ ˾Ὓ ₲ ̂

̈ ̈ ˿ἎѸ νᵷ ѱ ˾

‴Ѫ ȋ

2 ̈ ₯ Ӷ ̪ᴛ

ȋ̝ Ằ / Ӷν˾ҝ Ằ

Ί ‚ 0 Ӷ ѱ ˾

˿ ‚ ₯ 1 Ӷ ˾ ϝ ˾

₇ Ίҝ Ζ 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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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持续改进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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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系设置和课程质量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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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涵解释】

ҝ ѱ ̎̒ ӓ ב ‚

ӓᵷ ̈ ҕ Ζ ӓȋ ̎̒ ӓ

ᴴ͕Ҳ ς ᴬ Ζᵷ

Ζȋ ᴴ͕Ҳ Ζ Ζּכ ‚

‚̶ Ѿ₇Ȋ ‚ ᵷ ˿

̈ ֤ ȋ Ζ

̵ ̈ Ζ ϩ ȋ

Ζ ₯ ֒ ᴪ ᵷ

Ζ ⁵ Ӌ˿ ̈ ѱ

ҕȋẰ Ζ Ἇ ˻ ᴛΊ

 ᵷ ᴬ ₯ ̈ Ζȋ

̈ ҕ Ζ ӓ ᵷ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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ἎѸ ļҲᴐ Ľ ᵁ ӑ ҝ ב

̈ Ѓ ӓ ̵ ̂̈ļ Ľ

Ἇ ӡ ȋ ̈ ҕ Ζ ᵷ 

ς ‚ ẑת‚̶ ѱ γ ֒

Ζ ᵷ‚ Ζ +₯ ͍

  һ ᵷ ᴱ √כּ₯ ̈

̈ ҕбҲ Ζȋ Ζ ᴛ

ΊӋ ‚ ᴪ Ӷ Ὅᵷ ̜̂̈ ‚

Ϩϩ ȋ

【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 ̂̈ᴪ̝ ‚ ᵁ

ᵁ˿ ̈ ѱ ᵁς Ằ ‚ὠ ᵷ

ѱ ‚ Ε̕ȋ

0 ̂̈ Ζ ӓ ᵁ ΖѾ

₇Ȋϩ Ȋ Ȋᵧ ᵷ Η͟ ᵁ ȋ

1 Ζ ᵁ

Ζ ᵁ ̜ ‚ ὐ Η

 ȋ Ζϩ ˿ ᴬ ᵁ ̂

ѱᵷ⁴ ˵ ̂̈ ‚

♩ω ̂₅ ̂̈ Η ȋ

2 Ζ Ѿ₇ 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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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Ζ ᵁ /

˿ ̈ ѱכּ₯ ᴬ 0

Ѿ₇Ȋ ‚ Ὓ  1

Ὓᴆ  ҕ ȋ

3 ̂̈ ̈ ҕ Ζ ӓȋ ӓ

ᵁ ֒ Ζ Ȋϩ Ȋ Ȋᵧ ᵷ Η͟

ᵁ ȋ

4 ̂̈ ᵁ ̈ ˾ᴯ

≠ Ζȋ Ζ ᵁᴬ ᵁѵ

ᴛ ω ᵁ Ѫς‚ ȋ

5 ̂̈Ɽ ≠ ̈ ҕ Ζ

ᵁ Ζ♩ω Ὓ ≠ Ζϩ ᵷ

ᴬ Ζ ⁵ ᴆ ̈ ҕȋ

【常见问题】

/ ‚ ӓ ̈

ͭΊΪ ἒᵆ ̜̝ ͧͧѱ Ⱳ

ἒ ˿ ̈ ѱ

ȋ

0 ₯ ᴴ͕Ҳ Ζ ˾ӑν

Ζ Ίᴃ₯ כּ ̈

ȋ Ζ ӓ˾‴Ḧ  ˾ϗ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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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Ζ ֵ˵ ̝

һ ȋ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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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涵解释】

כּ̈̂ ₯ἎѸ ӓּ֙תặ ≠ ̈ Ȋ

ֵ͟νᵷ ̈ ѱӍ ♩ω +ϩ

ᵷ І ₯ἎѸ ҕ

һ ᵷ Ζ ἎѸ ҕ ςӋ ȋ

ҝ ₯ἎѸ ҕ  һ

ב ̈ ᴆ ӓᵷ ѱᴪ ᴀ˿

Φ Ζ ӓ ϝ ᵷ Ȋ ᵷ

 ᵷ ἎѸ

ҕ Ί϶₯ἎѸ ҕ

һ ȋ

【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 ̂̈ ᵁ ₯ἎѸ ҕ ὕ

Ζ ӓ  ≠ ̈ ᵷ ֵ͟ν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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Ӎ ѱ ȋ

0 ᵁ ᴬ

Ὓᴆ ἎѸ ҕȋ

1 ̈ ᵁ Ὓ ѵ

̥ȋ ֵ͟νȊ ̈ ᵁѵ Έ

˿ ̈ ̝ ↄ̈ײᴴ ˵ ȋ

2 ᵁ ̂̈ ϩ ᵷ ᴆ

І ₯ἎѸ ҕ  һ һ

ѵ Ӷ + ȋ

【常见问题】

ӓЃ ̈ Ȋ ֵ͟νȊ ̈

♩ω ὠ ˾ᴛ ȋ

4.3　能证明评价结果被用于持续改进。

【内涵解释】

כּ̈̂ ҝ 2,/ ᵷ 2,0 ̕ Ѿ ᵷὕ

Ζ ᴇ ̂̈ἎѸ ᵷ ‚

̕Ằ ᴃ ᴆ ѱ Η͟ ₯̂̈Ἆ

Ѹ Ȋ‚ ̈ Ȋ Ӷ Ȋ ς Ȋ

ᴃ ‚ Ȋ γᵷ Ζ ӓ ‚֙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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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Ȋ ֙ ȋ

【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 ̂̈ ᵁ Ѓ Ѿὕ Ζ

ᴃ ᴆ ѱ Η͟ȋ

0 ᵁ ᴪ Ζ ̈́̂̈

̂̈₯ᴆ ᵷ ҕ ᵁ ȋ

【常见问题】

/ Ζ ᴆ ӓ

 І ᴆ ȋ

0 ₯ Ζ һ ♩ω

ȋ

5. 课程体系

̈ ς

Κ̈ ̈̂₅ᴀ˿ȋ

【内涵解释】

 ̈ Ἇ ֵњ ᵁ

כּ ̈ ς ᵁ

ҝ ̝ Ӌ ȋ ҝ Ѿ

̂̈ Ὓļ Ľ ̈ 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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ļ Ľ֒ ̎∑ᵅ̥ Ѵ˵ ̒ ς Ὓ

Ѫ ̈ Ằב ̕ ̈

ᴬ +̃₯ ѱ Ὓ

ᴬ ȋѴ͂ Ὓ ѴẰ ς

̕ ω ב ὠ ̕ ̾ ˿

ѱ ̈ ѱכּ₯ Ѿ₇˿ ‚

Ὓ  ȊѾ₇ᵷ

һ ҝ Ὓ ₯ Ὓ

ҕȋ

ᴬ ς Ίכּ ̈ ̜ϩ 

ς Ѿ₇Ȋ ‚ ᵷ ȋ

Κ̈ ̈̂₅ᴀ˿ ς

Ѓ Ѿ₇ᴃ ˿ ̈ ᴇ≠ ȋכּ

ҝ /0 ̈ ̕ ӎ

ἎѸ‚ ļ Ҕὑ ♩ ӶĽ

˿ᵁ ӶἎѸ ᵁ  Ӌ ẕ

̈ כּ ₿ ļ Ҕὑ ♩

Ľ ӶἎѸω̜ ‚ ᴪ כּ

ᴪᴣѴ Ѱᴯ Ӷ ȋ

【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 ᵁς 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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ᴬ ȋ̂̈₯ ̕ ̈

ᵁ ᴬ ᵁᴇ ̾

ω ȋ ̈ ᵁ ᴬ

ȋ

0 ὠ ᵁς Ằ ̕ ω

ב ‚ὠ ̕ ̈ ᵁ ᴬ

˿ ̈ ᵁ Ѿ₇

˿ ᵁ₯ ȋ

1 ‚ ᵷ ᵁ ₯

Ѿ₇ב תּאָ˿תּ ᵁ˿ ֤

‚ ᵁ Ѓ  ȊѾ

₇ᵷ һ ҝ ᵁ ҕȋ

2 ₯ļ Ҕὑ ♩ Ľ ӶἎѸ ̂

̈ ᵁ ̾˾ᴯ Ợ Ηӻ +Ằ

ὠ ̕ ς ȋϢᾊ Ἇ Ӻכּ ӎȊ ᵷ

һ ὑ ♩ Ӷ ἎѸ ̂̈ Ӻכּ һ

- - Ӷ ἎѸ ᴬ  ςכּ ᴬ

Ҕ ӶἎѸȋ

3 ᵁ Κ̈ ̈̂₅ ᴀ˿̾

ς ȋ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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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ς ̪ ᴖ Ằ

̕ ֵԜ Ҳ ˿ ̈ ѱכּ₯ μ ˾

⅛Ѵ ₯̈́ Ӷ ̪ ȋ

0 ς ˾ Ѫ ̈

ὠ ˾ ς Ằ ̕ ω ȋ̝ Ằ

/ ⱬ∆˾ᴬ ̈ ₔ

ᴏ ̈ ̪Ӷ ӎ

Ӷ ̪ϩ 0

̪ϩ ̈

ι ὗ μ ͍

ͧ ̾ ̈ ̕ ̒ӎ 1

̈ ˾ᴬ ˿ Ѿ₇ᵷ ‚ ˾֤

1 ὠ ̕ ˾ᴬ ς

₯‚ Ӷ ˿ ̈ ѱכּ₯̪ ȋ

‚Ѿ₇Ȋ ‚ ₯ ˾

Ѫ  ȋ ᵷѾ₇˾

Ѫ ϝב ר μ

̈́ ₯ Ѿ₇ᵷ˿ һ ҝ

̪ ̥ ₲ ᵷ Ѿ₇˾

̈́ 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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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Κ̈̂₅ᴀ˿ ς ᵷЍ Η

ӻ˾ ω ˾ᴛ ȋ

课程体系必须包括：

5.1　与本专业毕业要求相适应的数学与

自然科学类课程（至少占总学分的 15%）。

【内涵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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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 ͧ ‚һ Ϣ ₯ ҕ ̪

һ ᵷ Ζ ˾ ₯ ̈ ȋ

0 ₯˿ Ằ ̕ Ηӻ˾

˾Ҽ ̂̈ ӶἎѸȋ

1 ‚ὠ ˾ ᴬ ₯̈́ Ȋ

Ѿ₇Ȋ ‚ Ȋ Ȋ Ѿ₇ ˾

ȋ

5.2　符合本专业毕业要求的工程基础类

课程、专业基础类课程与专业类课程（至少占

总学分的 30%）。工程基础类课程和专业基础

类课程能体现数学和自然科学在本专业应用能

力培养，专业类课程能体现系统设计和实现能

力的培养。

【内涵解释】

ҝѾ ֒ ˺̒ ˵ ‚һ

Ϣ˾ξ̈́ 1.# ͂ כּ ᴬ̂̈ ќ

ҝ ˺ ‚Ѿ₇ᵷ כּ Ὓ Ѵ

Ằ ̕ ω ♩ Ἇ ᵷ̂̈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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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Ѿ₇ ς ‚Ȋ ‚ᵷ♩ פ‚

һ Ȋ ̂̈ὑ ♩ ӶἎѸ ̂̈

ς ᵷ  ὑ ♩ Ҕ

ӶἎѸȋ

【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 ♩ Ἇ Ȋ̂̈Ἇ ˿̂̈

‚һᵷ ἇ ᵁ ᴬ ҝᵷ̂̈ ќ

ҝ ̂̈ ₯̈́ ̈ ᵁ ӑ̾

ω ᵁ ӓּתЃ Ѝ ᴛΊ Ѫς

‚ ̈ ȋ

0 ὠ ᵁς ♩ Ἇ Ȋ̂̈Ἇ

˿̂̈ Ằ ̕ ω *

‚ ᵷ ᵁ ₯ ȋ

1 ₯ļ Ҕὑ ♩ Ľ ᴪ ᵁ

Ѵ Ηӻ ᵁẰ ὠ ᴃ ‚

̕ς ļ Ҕὑ ♩ Ľ Ӷ ἎѸȋ

【常见问题】

/ ͧ ‚һ Ϣ ₯ ‚Ѿ₇ᵷ

ᵁ ̈ ̪ һ ˾ ₯ ̈

ȋ

0 Ѿ₇ᵷ ˾ Ί 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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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ȋᾊ♩ Ἇ ᵷ̂̈Ἇ ‚

Ѿ₇₯ς ‚Ȋ ‚ᵷ♩ פ‚ һ

̂̈ὑ ♩ ӶἎѸ˾ ̂̈

Ằ ᵷ  ὑ ♩ Ҕ Ӷ

ἎѸ˾ ȋ

1 ‚ὠ ˾ ᴬ ₯̈́ Ȋ

Ѿ₇Ȋ ‚ Ȋ Ȋ Ѿ₇ ˾

ȋ

2 Η Ⱳ₯‚ ‚̶ ѱ Ὓ˾תּ ₯

 ҕ ̪ һ ȋ

5.3　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论文）（至

少占总学分的20%）。设置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

并与企业合作，开展实习、实训，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毕业设计（论文）选题

要结合本专业的工程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工

程意识、协作精神以及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对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

和考核有企业或行业专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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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解释】

ҝ ₯ ‚ Ҳ ȋּ̂̈כ

‴Ḧ  ‚ς ֒ Ѫς‚ ᴀ˿ ᴬ

 Ȋ̶Ȋ Ȋ ♩  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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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ȋ

1 ὠ ᵁς ♩  ᵷ ̈

Ằ ̕ ω * ‚ ᵷ

ᵁ ₯ ᵁ ᴬ

һ ҝ ̈́ Ζ‚ ‚̶ ᵷ Ѵ ļ̕ᴃ

ҝĽ ᵁς ̾ Ἇ לּ ȋ

2 ₯ļ Ҕὑ ♩ Ľ  ᵁ

Ηӻ ᵁẰ ὠ ᴃ ‚

̕ς ļ Ҕὑ ♩ Ľ Ӷ ȋ

3 ὗ ̈ 



标准解读及使用指南

42

【常见问题】

/ ̂̈ͧ ‚һ Ϣ ₯♩  ˿ ̈

 ҕᵷ ᵁ ̈

̪ һ ȋ

0 ♩  ᵷ ̈  Ѿ

₇ᵷ ˾ Ί ѱ ̈ ⅛Ѵ Ằ♩

ӶἎѸ ˾ ̾₯‚ Ằͮ́♩

ᵁ Ὓ Ȋ ἲȊ Ȋή

ӓ ẕ ˿ Ζȋ

1 ₯̈́ Ζϩ ᴬ ̪Ӌ ȋ

 ᾊ Ȋ̶Ȋ Ȋ Φ

̪ һ ҝ ὠ ᶞ

ӑ Ζ ᴬ ȋ⅛Ѵ ̈ ꞊

ὗ̒ μ ˿ ѱכּ₯

˾ һ ҝ ₯

₯ ȋתּ

2 ὕӈ  Ӿ ӶᾊσЃ

Ѫς‚ ̪ Ӷ ȋ

5.4　人文社会科学类通识教育课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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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占总学分的 15%），使学生在从事工程设计

时能够考虑经济、环境、法律、伦理等各种制

约因素。

【内涵解释】

ҝ ₯ Ҳ ȋ

Ѿ ֒ ˺̒ ˵ ‚һ Ϣ˾ξ̈́

/3# ͂ כּ ᴬ̂̈ ќ ҝ ˺

‚Ѿ₇ᵷ כּ Ὓ ѴẰ ς

Ӷ ̕ ω ϝ‚ Ằͮ́♩ Ὓ

Ȋ ἲȊ Ȋή ᴪ ӓ ẕ ȋ

【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 ͟ Φ ‚ ᵷ‚һ

 ᵁ ᴬ ‚һᵷ ἇ ᵁ ᴬ

ҝᵷ̂̈ ќ ҝ ȋ ᵁ ӓּתЃ

‚ ᴛΊ ӑ ȋ

0 ᵁ ̂̈ ᴬ

ӶἎѸ ϝ‚ Ȋ ᵷ ˿♩ 

ѱ Ȋ ἲȊ Ȋή ѱ Ằͮ

́♩ Ὓ ѱӓ ẕ ȋ

1 ὠ ᵁς 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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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 ᵷ ᵁ ₯

ȋ

【常见问题】

/ ̂̈ͧ ‚һ Ϣ ₯ ‚Ѿ₇

ᵷ ᵁ ̈ ̪ һ ȋ

0 Ѝ ӶᾊσЃ Ѫς‚

̪ Ӷ ȋ

1 ̪ ₯ Ӷ ᵷ һ

ҝ ₯‚ Ằͮ́♩ Ȋ ἲȊ Ȋ

ή ᴪ ӓ ẕ Ӷ ̪ ˿ Ζȋ

ὠ ᶞӑ ᴬ ȋ

2 Η Ⱳ₯‚ ‚̶ ѱ Ὓ˾תּ ₯

 ҕ ̪ һ ȋ

6. 师资队伍

6.1　教师数量能满足教学需要，结构合理，并有

企业或行业专家作为兼职教师。

【内涵解释】

ҝ ѱ ̂̈Ⱳ Ν ς ҕ ᵁ

♩ ̂̈ ȋ ς ҕ ѵ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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Ⱳ Ȋ Ν ᵷѹ Ⱳ˺̒ ȋ Ⱳ

ᵁ ‚ ̝ ͮẰ ‚ Ȋ

Ίᴃ ‚ ӋȋⱲ Ν

ᴬ ̝ תͮ Ȋ Ȋ‚כ Ȋ

̂̈ Ӌȋ₯̈́♩ ̂̈ כּ

Κ̈ ̈̂₅ω̜ѹ Ⱳᴀ˿ ‚ + Ὓᴇ

̈ ΤԈᵷ ȋ

【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 ᵁ  ᵷ ̂ Ⱳ

Ȋ ᵷѹ Ⱳ Ȋ Ȋ זּ

Ὓ ҝᵷ̂̈ ќ ҝ ȋ

0 ͮẰ ‚ Ȋ Ίᴃ ‚

ᴬһ Ӌ Ⱳ ᵁ

‚ ȋ

1 ̂̈ ᵁ ת Ȋ Ȋ‚כ

Ȋ̂ ̈ І һ ̾Ⱳ Ν Ȋ

ΤԈ˿˾ ȋ

2 ᵁ ѹ Ⱳ ̾ ₯

‚Ηӻ +Ằ ‚ Ӿ̕ᴇ ̾ ̈ ΤԈᵷ

̂̈₯Ѵ ‚ ̾ ᵷ Ζȋ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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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Ⱳ ᵷ ᵁ ‚ ̪ᴬ

һ ̂̈ Ⱳ ˾ Ằң

̂̈ ‚ȋ

0 ѹ Ⱳ ‚♩ω ҕͬ ˾Ὓѵ

ς №ω һ ȋ

6.2　教师具有足够的教学能力、专业水

平、工程经验、沟通能力、职业发展能力，并

且能够开展工程实践问题研究，参与学术交流。

教师的工程背景应能满足专业教学的需要。

【内涵解释】

ҝ ѱ Ⱳ̒ς ̈ Ӷ ѵς֒

‚ ӶȊ̂̈ ♩Ȋר Ȋ ӶȊ ̈

ᴇ≠ Ӷ ȋּ̂̈ͮכЃ ‚ תּ Ҳ˻

Ӷᵷ ר ѵς ᵷ ̂̈₯ Ⱳ♩

˿♩ ѵς ȋ Ⱳѵ ♩

ᵷ♩ Ằכּ ‚ Ӿ̕ᴇ ω ȋ̂̈ Ⱳ ̾

ᴀ˿ ‚♩ω̦ὕ ѵכּ ♩  ѱ ♩ω

ᵷ‚ ͒ Ӷ˿ ȋ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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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 ̂̈₯ͮ̈ Ⱳ ‚ ӶȊ̂̈ ♩Ȋר

Ȋ ӶȊ ̈ᴇ≠ Ӷ ѵς Ӌ

Ⱳ ᵁ ӑ̂̈  ϩ ᵷ ȋ

0 ̂̈₯ Ⱳ♩ ᵷ♩ ̥ ב

♩ω כ ѵ ♩ ᵷ♩ ̂̈

₯ Ⱳ♩ ᵷ♩ Ἇ ₯

Ⱳ Ν♩ Ἇ ҕ һ ȋ

1 Ⱳ♩ ᵷ♩ Ằ ‚̕ ᵁᴇ

ω ӎ Ằ♩ ‚ ̕ ω ȋ

2 Ⱳ ≠♩  Ȋ♩ Ίᴃ˿

ѱ ‚ ͒ ҕȋ

3 Ⱳ̂̈ Ȋ♩ Ӷ ᵁ ќ ҝ

ȋ

【常见问题】

/ ̂̈ ₯ Ⱳᴪ ӶȊ♩ ᵷ♩

Ἇ כּ ᵷӋ ϩ ȋΊ ̈́

̂̈ Ᵽ ẓ Ⱳ ᴪ Ӷᵷ

♩ ӑ̾ ҝȋ

0 ̂̈˾ Ⱳ ♩ ᵷ♩ Ằ

‚ Ӿ̕ᴇ ̾ω 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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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教师有足够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本科

教学和学生指导中，并积极参与教学研究与改

革。

【内涵解释】

‚♩ω Ⱳ ̝ ȋ̂̈ Ⱳּכ₿̝

ᵷ Ӷ ѩӑ ‚ᵷ‚ ₲♩ω̕ ᴯ

ᴀ˿ ‚ ˿ ȋּ̂̈כ₯ Ⱳ ‚♩ω

ȊΊᴃᴀ˿ ‚ ᵷӓּתЃ ȋ

【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 Ѓ Ⱳ ᵷ Ӷ ѩ ‚ᵷ‚ ₲

ӓּתᵷ ȋ

0 Ⱳ ᵷ Ӷ ѩ ҕᴃӋ ϩ ȋ

1 Ԅ Ⱳᴀ˿ ‚ ᵷ ӓּתᵷ

Ⱳᴀ˿ ҕΊᴃᴉ ҕȋ

【常见问题】

̂̈˾ ᾊσЃ ⱲẰ ‚♩ω˻

ᵷ Ӷ ѩȋ

6.4　教师为学生提供指导、咨询、服务，

并对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职业从业教育有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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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

【内涵解释】

̂̈˾ͧ ̜Ằ ‚ Ϩ ‚ ἲ Η

̜‚ ϨѪ ν ₲ ֒ ̈ ӂȊ ̈

ͮ̈ ȋ̂̈ Ⱳּכ Ằ‚ ₲♩ω̕

Ηȋẕ ̂̈  Ⱳ̜‚ Ϩ ₲Ȋ

ᶇ Ȋ ӻȊ ̈ ӂȊ ̈ͮ̈ ₲

♩ω ẠȊѵςѾ₇ᵷ♩ω + ӓּתӺΊЃ ȋ

【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 ̂̈₯ Ⱳᴪ ₲♩ω ֒ ♩ω

ẠȊѵςѾ₇ᵷ♩ω כּ ӓּתᵷЃ ȋ

0 Ⱳ̜‚ Ϩ ᴪ ₲♩ω  ҕ

ᵷ ѱ ȋ

【常见问题】

̂̈₯ Ⱳ ₲♩ω ˾Ὓ ̪ӓּת

Ѓ ȋ

6.5　教师明确他们在教学质量提升过程

中的责任，不断改进工作。

【内涵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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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ω ѵς Ⱳ Η

ᶞ ‚ ẕ ẕ +

‚ Ηȋ ҝ ļ ΗĽ

̝ Ⱳּכ Ȋ + ᴯѴ ‚♩ω₯‚

̈ Η + ‚♩ω

⌐ Ηȋ

【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 Ѓ Ⱳ Η ӓּתᵷ

Ϸ Ⱳ M@C +⌐ Η ӓּתᵷ ȋ

0 ϷᵷӋ Ⱳ⌐ Η ̝ Ӹ ᵷϩ

₯ ‚ ӓ ҕᴃ ȋ

1 Ⱳ ᵁ ͟ ‚♩ωᴃ

Η ᵁ +Ằ ͟ ‚♩ω̕ M@C ‚

Ζᵷ Ᵽ ♩ωȋ

【常见问题】

̂̈₯ Ⱳ ̪ ΖӋ ᵷӓ

Ѓתּ 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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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支撑条件

7.1　教室、实验室及设备在数量和功能

上满足教学需要。有良好的管理、维护和更新

机制，使得学生能够方便地使用。与企业合作

共建实习和实训基地，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提

供参与工程实践的平台。

【内涵解释】

ҝ Ε̝ ⁷ᴃ ѱ Ȋ

 ⁷ᴃ ὐȊ̶ᵷ Ἇặȋѱ ͍

‚ Ȋӹ ᵷ ᵁ ‚

‚ ̈ ȋ ͍ ‚ /

ᵷӹ ˻ ̂̈ ‚ᵷ ͟

0 ᾈ Ȋ ᵷ ӓ Ѓ ‚

ᵷ Ὓ ϶‚ ϝ

1 ˿Κ̈ᴬωѰ ̶ᵷ Ἇặ Ἇặ

Ε ᵷ ‚Ѿ₇ Ὓ̜‚ Ϩ  ♩ 

ᴜȋר 2 Ằ ‚ Ȋ͟ᵠ ὐȊ′Ѫ

̂̈ ќ ҝȋ

【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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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⁷Ȋ ⁷ Ẻặᵷ ὐ ὐẰ Ȋ

ᵷӹ ˻ ᵁ ̂̈ ‚ᵷ ͟ ȋ

0  ⁷ᵷ̶ Ἇặ ‚Ηӻ ҕ

֒ ₲ Ⱳ ὐȊ‚ Ίᴃ ҕ ȋ

1  ⁷ Ȋ ᵷ ӓ ᵷ

ҕ ֒ ͟ᵠ ὐȊ ꞊ Ȋ′Ѫ Ȋ‚ ϝ

ὐ ᵷ ҕ ȋ

2 ὕᴬω̶ᵷ Ἇặ ҕ ֒

Ε Ȋ ‚ΗӻȊ͟ᵠ ὐȊ‚ ᴊ Ȋ ‚

ᵁ ӿ̈́ ֙‚ ♩  Ӷȋ

3 ˻ &/'+&2' Ѿ₇ ᵁ ̂̈ ќ ҝ

ȋ

【常见问题】

/  ⁷ Ẻặᴃ ὐ ᵷӹ ˿̂̈ ‚

˾֤ ˾ ϶‚ ϝ ȋ

0  ⁷′Ѫ ˾ ′ѪȊ Ѓ ὗ

˾‴Ḧȋ

1 ̶ Ἇặ ˾ᴬ Ἇặ ̶Ѿ

₇ᵷ Ε ̂̈ ‚ ȋ

2 ̶ᵷ ‚Ѿ₇ᵷ ќһӍ

Κ̈ ‚ ͧͧ ᴀ ˾ 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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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ȋ

7.2　计算机、网络以及图书资料资源能

够满足学生的学习以及教师的日常教学和科研

所需。资源管理规范、共享程度高。

【内涵解释】

ҝ Ε̝ Ȋ Ȋấ

̸ᵷ   ѬѰ ȋ ͍ѬѰ 8 /

ќ ̖₡ ᴃ І ֙ תּ

϶Ⱳ ϝ 0 Ὓ ‚ ‚̶ ‚

ѱ ̈ ᾊ ᴉІ Ȋ Έ♩ѵȊ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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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ѱ ‚ᵷ‚̶ Ӿ ѬѰ ᵁ

ȋ

2 ѱ ӓּתᵷ ΊᴃѰ͘ϝ

ҕȋ

【常见问题】

/ ᴖ ֵ Ϩ‚ Ȋ Ȋấ̸

ς ὐ ҕ ͍ ̂̈ Ⱳᵷ‚

Ӎ ҕȋ

0 ̂̈ᶳ͍ ‚ Ӿ₯ ͍ѬѰ

͍ ᵁ ȋ

7.3　教学经费有保证，总量能满足教学

需要。

【内涵解释】

ҝ Ε ‚ ѩȋ

‚ ѩ / ѩ ҝᵷӓּתЃ 0

꞊ ‚ ‚ ֒ 

ὐ ˿ Ȋ ế Ȋ̶ᵷ ̈

1 ̂ ѩ ӿ̈́̂̈ ֒

 ⁷ ȊⱲ Ἆ 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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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 ‚ Ȋ˼ ᵷϝ ѱӓּתȊ

ᵷ ҝȋ

0 ‚ ᵁ ‚ ӎ 

‚  Ȋ̶ ᵷ ̈

ế ᵷϝ ҕȋ

1 ת˺ ̈́ ‚ ̂ ҕȋ

【常见问题】

/ ᴖ ‚ ҕ ‚ Ȋ

˼ ᵷϝ ѱӓּתȊ ᵷ ҝȋ

0 ᴃ ‚ ế Ȋ̶ᵷ ̈

ѩ˾ ˾ ȋ

7.4　学校能够有效地支持教师队伍建设，

吸引与稳定合格的教师，并支持教师本身的专

业发展，包括对青年教师的指导和培养。

【内涵解释】

ҝ Ε ‚ ̂̈Ⱳ Ν

Ȋ ᵷ ȋ ‚ / ᵎ

Τ ⱲȊЃ Ⱳ Ν ȊϷ 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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ᴇ≠Ȋ꜡ӿ ת Ⱳ ӓּת ӓ˿ 0

ӓּת Ҽ 1 ӓּת Ȋ

Ѭ ȋ

【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 ‚ Ⱳ Ν ӓּת ᵷ

ȋ

0 ‚ת˺ ̂̈ Ⱳ̂̈ᴇ≠Ȋ

‚ Ӷ ѵς ȋ

1 ‚ת˺ ̂̈ ת ⱲẰ ‚ᵷ♩

 ӶἎѸ ѵς ȋ

2 Ⱳ ᵁ̾ ᵷ ᴛΊ˻ӓּתᵷ ȋ

【常见问题】

/ ̂̈₯ ҝ ˾ Ϩ

ᵷІ ˿ ҝ 4Ⱳ Ν ѱѾ₇ ὑ ȋ

ҝ4ѱ Ⱳ Ν ᵁ ‚ ἎѸ

ҝ ‚ ᵷ Ȋӓּת˿ Ѓ

Ⱳ Ν ˿г︠ᴇ≠ ҕ ˾ͧѱ ӓּת

ѱ ȋ

0 ₯‚ ᵷ ᵷ ᵁ Ⱳ̾

Ίᴃ͕ ω ҕ Ϩ ₯ ᵅ 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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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学校能够提供达成毕业要求所必需

的基础设施，包括为学生的实践活动、创新活

动提供有效支持。

【内涵解释】

ҝ Ε ‚ ̜‚ ̈

Ϩ ᴪ Ἇ ֒  ‚̶

ἲ ‴Ḧ ς ᾈ ≠ ὕ ӾȊ Φ

 Ȋӈ  ᴜר Ε ȋ

【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 ̜꜡ӿ‚ ̈ ̂̈₯‚ ᴪ

Ἇ ҕȋ

0 ‚ Ἇ ᵁ̜‚ φ ӾȊ

ẗ Ӿ Ϩ ȋ

1 ‚ Ἇ ᵁ̜‚ ӈ  Ӿ

Ϩ ȋ

2 ‚ Ἇ ᵁ̜‚ Ϩ 

‚̶ ἲȋ

【常见问题】

₯̈́‚ ≠ᴪ Ӿ ᵷᴊ

Ϩ ˾ 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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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学校的教学管理与服务规范，能有

效地支持专业毕业要求的达成。

【内涵解释】

ҝ ‚ ‚ ˿ ӻ ̂̈

‚ Ѫς‚ ̈

ȋ ˿ ӻ ӓּת Ε  ̵

Εᴉ ȋ

【专业自评和专家考查重点】

/ ‚ ᵷ̂̈ ӻȊ‚ Ȋ ⱲȊ ӻ

˿ ӻ ˿ ȋ

0 ‚ ӻᵷ‚ ˿ ӻ ᵁ̜̂̈ ‚

ᵷ‚ ᴇ≠ Ϩ ȋ

1 ‚ ́͟ᵷ ӻ ˿ ӻ ᵁ̜̂̈

Ϩ ȋ

【常见问题】

₯ ӻ ҕᵷ ˾ 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