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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教育质量控制体系的构建 ①

石春雪
（山东科技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山东 青岛２６６５１０）

摘　要：全日制专业硕士教育是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学位制度。为确保全日制专业硕士培养的质量，应
用系统论、控制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针对工业工程专业设计出一套教育质量控制模型。教育质量控制体系应用科学的

方法和手段，利用控制模型分析研究教学过程，对教学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设计、实施和检查，进而科学地量化地

提高专业硕士的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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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２００９年３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从２００９年开始，共
有１９种专业学位包括工程硕士实行全日制培养，生源要
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１］。因此，全日制工业工程专业

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成为了工业工

程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一种新的模式。在这种教育改革背

景下，如何保障工业工程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育

质量就显得尤为关键。如何构建有效的、符合工业工程

专业特点的教育质量控制体系，对探索特色化的培养体

系有着深远的意义。

２　工业工程专业硕士的特点
专业硕士学位的提出，改变了单一的学术型硕士的培

养模式，丰富了我国的学位制度。专业硕士学位是与学术

型相对的学位类型，其培养的是具有理论基础扎实，并能

适应特定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学术

型学位偏重于理论和研究，以学术研究为导向；而专业学

位侧重于实践和应用，以专业实践为导向［２］。

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是以工程实践为背景，偏重专业

实践能力培养的工科硕士学位。我国工业工程专业硕士

具有研究性和学术性、实践性和职业性相结合的特点。

其中研究性和学术性是所有硕士教育的基本特征，而实

践性和职业性是专业硕士区别于学术型硕士的的鲜明特

征。工业工程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是面向工矿企业或工

程单位，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独立担负工程技术或

工程管理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工业人才。

３　国内外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教育质量现状
工业工程起源于美国，有大约一百年的发展历史。

工业工程研究生教育在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应用已经

相当广泛和成熟，相关的学科建设、教育体系也已经有了

自己非常成熟的标准化架构；同时，西方国家研究生的教

育很早就进行了应用性和职业化教育的实践，在这些国

家专业硕士研究生种类多、规模大，已经成为研究生教育

的主体。美国不完全统计有７４种专业学位，２００６年授予
的专业硕士学位占硕士学位的６３．７％，英国该比例平均
为７５％［３］。

目前，我国全日制专业硕士教育的培养规模过小，仅

占硕士学位的１０％。对全日制专业硕士教育培养体系的
研究还不够成熟，仍处于探索实践阶段；而工业工程专业

在国内的认知度比较低，因此全日制工业工程专业硕士

培养体系的相关研究也就成为了一项紧迫的任务。全日

制专业硕士教育不成熟的发展现状制约了我国高层次应

用型人才的培养，这已经成为教育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所有类型的硕士教育的根本目标都是为了培养人才，而

人才水平的高低又与教育质量的优劣息息相关，因此提

高全日制专业硕士教育质量是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首要问题。在深化教育改革的今天，构建科学合理的

高校教育质量控制体系是保障教学质量，进而培养高层

次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手段。

４　构建专业硕士教育质量控制体系的必要性
教育质量是评价教育水平高低和效果优劣的标准，

而教育质量控制体系则是保障人才培养质量规格的有效

途径。构建教育质量控制体系，可以用定量的观点精细

地认识教育教学质量，发现体系中诸多环节的潜在问题，

挖掘教学过程中深层能量，这将会使高校可以更细化更

具体地进行教育控制过程，从而提高教育质量［４］。我国

工业工程专业发展起步较晚，社会和企业的认知度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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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我国的专业硕士教育质量控制体系还不够完善，因此，

有必要设计一套科学合理的质量控制体系，构建一个真

正的适合高质量、复合型工业人才培养的专业硕士教育

质量控制框架，这是保障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教育稳步发

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应用系统控制论设计出一套工业工

程专业硕士教育质量控制体系，用科学的观点量化地提

高工业工程专业硕士的教育质量，对我国目前正在实施

的教育质量工程有很重要的意义。

５　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教育质量控制体系的构建
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教育质量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内、外部的影响因素众多，因素之间又有相

互作用，因此本文只讨论高校内部因素对教育质量的影

响。教育质量的核心是教学质量，通过研究教学质量体

系，进而建立教育质量体系。教育质量控制体系是通过

应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教学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规

划、设计、实施和检查的保障体系。

５．１　教学质量体系的形成过程
在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教学质量体系中，教师是主导，

学生是主体，教学过程是载体，教师和学生通过教学过程

实现了两者的交互作用。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教学过程包

括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和学位论文四

个环节。课程教学一般采用校内集中授课的形式，这一

环节又包括三要素，即课程教学目标、课程教学过程、课

程教学效果。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生产实践能力的方

式，可以在实践基地、生产现场或工程单位完成，这一环

节的三要素是实践教学目标、实践教学过程、实践教学效

果。工程实践能力培养是专业硕士教育必不可少的职业

能力培养环节，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职业素养和

实践技能，能够独立完成真正的工程实践工作，其三要素

是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效果。学位论

文是检验毕业生质量的有效途径，包括学位论文选题、撰

写、答辩３个部分。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教学质量体系见
图１所示。

图１　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教学质量体系

　　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教学质量是可测评的，通过建立
质量标准和指标评价体系的方式进行评价，进而可以分

析评价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教育质量体系。体系中的所有

因素都是可变量，因此教学质量是可量化测定的，可以作

为一个输出数据。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教学质量体系可以

看成是一个系统，该系统动态运行时必然是可控制的。

本文运用系统论、控制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通过对教学

质量体系的研究，进而构建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教育质量

控制体系。

５．２　教育质量控制模型的构建
５．２．１　教育质量控制系统的因素分析

控制系统由控制器、执行机构和信息反馈装置三部

分组成。质量控制系统是一个闭环式的控制系统，其模

型包括八个部分，即输入量、输出量、控制器、控制量、被

控对象、执行器、检测装置和比较器［５］。控制模型具体应

用到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教育中，这８个部分分别指代工
业工程专业硕士教育体系中不同的要素，具体如下：（１）
输入量：即工业工程专业硕士培养目标。（２）输出量：即
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教学质量。（３）控制器：即决策机构，

包括学校、工业工程专业下属学院、工业工程系。（４）执
行器：即完成决策机构下达任务的人员，包括工业工程专

业教师、工业工程专业硕士、管理人员等。（５）控制量：是
影响教育质量的主要内部因素，包括６个子系统，即教师
教学质量、学生学习质量、专业设施建设、师资力量、培养

经费、管理工作。（６）被控对象：即教学过程。（７）检测装
置：实际上就是教学质量监测体系，包括６个子系统，即
教师监测、学生监测、设施建设监测、师资监测、资金监

测、管理监测。（８）比较器：实际上就是反馈体系，包括评
价系统和反馈系统。通过对教学质量的评价，得出的评

判结果与期望值进行比较，从而为系统提供反馈信息。

５．２．２　教育质量控制系统的运行原理
输入量即工业工程专业硕士培养目标在决策机构下

达的指令下，由执行机构通过６个子系统即教师教学质
量、学生学习质量、管理工作、专业设施建设、师资力量和

培养经费，作用于教学过程，达到控制功效，得到输出量

即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教学质量，从而形成了工业工程专

业硕士教育质量体系。教学评价由系统自身的决策和监

测部门进行，得出评判结果；评判结果可以为系统的决策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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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提供两类反馈信息，一是评判结果和系统输入作比

较，反馈给系统输入对培养目标做出修正；二是评判结果

和各子系统作比较，反馈给各子系统对各子系统做出修

正［６］。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教学质量控制模型如图 ２
所示。

图２　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教育质量控制模型

６　专业硕士教育质量控制体系的关键环节
６．１　教学过程

在教育质量模型形成过程中，教学质量成形体系作

为一条主线贯穿于整个系统中，由培养目标作为系统的

主要输入变量，６个子系统即教师教学质量、学生学习质
量、管理工作、专业设施建设、师资力量和培养经费作用

于教学过程，达到控制功效，直接输出变量即教学质量，

在教学质量形成系统中教学过程奠定了质量基础。教育

质量控制体系是通过应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教学过

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设计、实施和检查的保障体系。

６．２　教育质量监测体系
教育质量监测体系可以反映教学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对教学质量所起的作用和发生作用的过程及作用结果，

教育质量监测体系保证教学质量的实施。监测是针对执

行部分进行的，对执行者完成指令的执行状况和执行过

程以及各子系统都有监督作用，对执行结果有测量作

用［７］。在控制模型中，监测体系得出的监测数据为教学

质量评价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是信息反馈的主要依据。

６．３　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通过研究分析教学质量，构建出一套教育质量评价

体系可以客观量化地判定教学质量，为提高教学质量提

供可靠的数据理论支持。专业教学质量是一个可测评

量，可以通过指标体系判定。这个指标体系是基于对教

学过程和各子系统的效能评判得出的一个可比量。一般

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研究教学质量评价问题。此方法是

将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教育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量

化，得到模糊关系矩阵及模糊等级向量，然后利用模糊数

学中的模糊矩阵的合成将教学质量进行综合排序，从而

实现综合评价［８］。

评价体系得出的评判结果为决策机构提供两类反馈

信息，一是评判结果和培养目标（输入量）作比较，反馈给

系统输入对培养目标做出修正；二是评判结果和各子系

统（控制量）作比较，反馈给各子系统对各子系统做出修

正。反馈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从这个意义上

讲，教学评价非常重要。

７　结　语
本文用系统控制论的方法构建了一套有效的符合工

业工程专业特点的教育质量控制体系。将专业硕士教育

控制模型应用于教学过程中，通过分析研究使我们科学

量化地认识了教学质量，并且更加细化，更加有针对性地

修正教育教学过程。教育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有助于

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教育的教学管理、评价和整改，提高了

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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