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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我国高等教育认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工程教育质量、促进我国工程教育的国际
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２０１５版），构建采矿专业毕业要求体系，阐述毕业要求达成度的评价机
制与评价方法，并获得各项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对采矿工程专业教育的持续改进及其他相关专业的工程教育认证能

起到指导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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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科技及人才竞争白热化的信息时代，行业的互联互通、人才的流动水平愈加之

高。《华盛顿协议》在教育界及工程界均具有很高的公认度和通用性，它所蕴含的人才培养体系标准也

是目前相对较为完备的［１］。为了适应全球未来的发展趋势，提高普通高等工程教育水平，解决国内工

科人才的国际流通问题，通过努力，我国成为了《华盛顿协议》的正式成员［２］。目前，在国际工程专业认

证标准框架体系下如何建设采矿工程专业毕业要求体系、如何进行达成度评价，是采矿工程专业教育界

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结合湖南科技大学采矿工程的第二次专业认证，探讨采矿工程专业毕业要求的

建设过程，进而提高采矿专业教育质量，提升专业国际竞争力，推进专业的内涵式发展。

１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目的及意义
从近些年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工程专业毕业生人数来看，随着国家经济飞速发展、基础工程设施大量

建设，我国工科专业教育培养人才数量持续上升，处于国际前几位。但是，从我国工科专业的教育质量

及水平分析，与西方、欧美等国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如何使我国工程专业教育“面向国际、面向未来、

面向现代化”、缩小与发达国家工程专业教育水平的差距并跻身工科教育强国，是当今急需解决的问

题［２－３］。经过充分准备、提出申请，我国于２０１３年６月加入《华盛顿协议》，但当时仅批准为预备成员。
通过教育界、工程界等社会各界的不断努力，我国于２０１６年提出转正申请，并且顺利获得批准，从而真
正具备了《华盛顿协议》的正式身份。正式加入《华盛顿协议》说明我国工程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也标

志着我国现代工程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４－７］。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高等教育认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质量监控体系的重

要途径。在全国普通高校积极开展工程专业认证对促进我国高等工程教育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其目的是通过一系列措施，贯穿工程教学的全部环节，对照国际工程专业认证标准，不断提升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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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专业人才的培养水平，促进教育教学改革；增强工程科学技术人才的国际化流动，为国家经济社会

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高校实施工程专业认证是一项综合性的评估工作，它涉及与本专业相关的各类

人员及各个教学环节，认证准备、认证过程耗时耗力，但通过专业认证能及时找出本专业人才培养、工程

教育教学所存在的问题，以便缩短与国际工程教育标准之间的差距。此外，通过工程专业认证还能促进

我国工科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及工程科技人才的全球化流动，从而让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并认可我国的

工程专业教育，未来也有利于吸引世界各地的生源［８－９］。

２　采矿工程专业毕业要求
２．１　基于２０１５版培养方案的毕业要求构成

湖南科技大学２０１６年申请认证的专业为采矿工程专业，本专业学生不仅要修学学校规定的公共基
础课，还要修学煤矿开采学、岩土工程、矿山安全与工程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采矿工程师

的基本训练，要求具有矿山规划、开采设计、矿山安全技术及管理、生产技术管理与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基

本能力。依据本校采矿专业２０１５版培养方案，学生应达到的具体毕业要求为以下１１个方面：１）具有爱
岗敬业、艰苦创业的品质以及丰富的人文科学素养，在具体的工程设计、施工等过程中，能自觉遵守职业

道德，履行相关义务；２）具有从事采矿工程工作必需的自然科学以及工程科学知识，能够综合应用数理
科学、力学、工程基础科学、采矿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解决复杂的采矿工程、岩土工程问题［１０］；３）掌握矿
山开采方法与岩层控制、矿山压力及岩体工程测试、矿山灾害控制等专业知识，能够设计满足特定需求

的资源开采方法、矿井生产系统、矿井安全系统、井巷（或隧道与硐室工程）和工艺流程等；４）具有较强
的创新意识和先进的生产组织和技术管理基本能力，并具有一定工程工艺、技术的研发能力；５）能够结
合具体工程实际及相关工程法律法规，应用工程科学知识与专业知识，分析工程技术方案实施可能给社

会、生态、安全等带来的影响［１０］；６）能够采用合适的工程技术手段、现代信息工具等解决复杂工程问
题［１０］，具有现代信息获取与加工处理以及职业发展能力；７）具有分析和解决在本专业工程实践过程中
带来的社会、自然环境等问题［１０］；８）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意识和沟通组织能力；９）具有较强的沟通和
交流能力，能够与国内及国际的同行进行本专业相关工程问题的交流和探讨［１０－１１］；１０）具有工程项目
管理和工程经济分析能力，并能够应用于工程实践和管理决策［１０］；１１）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具有终身
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２．２　专业毕业要求与通用标准要求的关系
２０１５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在毕业要求方面有了较大的修订，其中特别指出能力的落脚点是能

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同时，在团队协作、问题交流、职业素养等方面也有相关要求，并对各项能力应达

到的深度提出了更明确、具体的要求［１１］。本专业构建的毕业要求２）、６）、７）及１）、８）、９）体现了通用标
准对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及非技术性指标的要求。同时，本专业毕业要求对通用标准中其他毕业要求内

容也实现了全面覆盖，这为以下的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奠定了基础。

２．３　专业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
湖南科技大学采矿工程专业培养目标的定位是：培养不仅具有宽广基础知识、较强综合能力，而且

具有较高工程素质及一定创新能力的综合型工程技术人才［１２］。主要包括：掌握煤炭开采及非煤固体资

源开发的基本理论；能在采矿、地下工程等领域从事科学研究、矿区开发规划、矿井设计、地下工程设计

与施工、矿山建设、资源开采与管理、矿井通风与安全等工作；具有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基于本专

业２０１５版培养方案的毕业要求，可将培养目标分解为５个具体目标：１）具有良好的人文和职业道德修
养；２）具备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３）具有一定的采矿、地下工程领域的研究开发与设计、工
程项目管理、经济管理、技术管理能力；４）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开拓创新能力；５）具有良好的沟通、交
流和信息获取能力。

要达成既定的专业培养目标不是仅仅依靠某个或几个教学环节的实施，而是在整个专业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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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始终贯穿认证标准下大纲要求的执行。如表１所示，湖南科技大学制定的采矿工程专业毕业要
求已完全支撑了各个分解目标，以保证专业培养目标的最终实现。

表１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目标１ 目标２ 目标３ 目标４ 目标５

１）具有爱岗敬业、艰苦创业的品质以及丰富的人文科学素养，在具体的工程设计、施工等

过程中，能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履行相关义务
√

２）具有从事采矿工程工作必需的自然科学以及工程科学知识，能够综合应用数理科学、

力学、工程基础科学、采矿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解决复杂的采矿工程、岩土工程问题
√ √ √

３）掌握矿山开采方法与岩层控制、矿山压力及岩体工程测试、矿山灾害控制等专业知识，

能够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资源开采方法、矿井生产系统、矿井安全系统、井巷（或隧道与

硐室工程）和工艺流程等

√ √

４）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先进的工程技术管理能力，并具有一定工程工艺、技术的研发

能力
√ √ √

５）能够结合具体工程实际及相关工程法律法规，应用工程科学知识与专业知识，分析工

程技术方案实施可能给社会、生态、安全等带来的影响
√ √

６）能够采用合适的工程技术手段、现代信息工具等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具有现代信息获

取与加工处理以及职业发展能力
√ √

７）具有分析和解决在本专业工程实践过程中带来的社会、自然环境等问题 √ √

８）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意识和沟通组织能力 √

９）具有较强的沟通和交流能力，能够与国内及国际的同行进行本专业相关工程问题的交

流和探讨
√

１０）具有工程项目管理和工程经济分析能力，并能够应用于工程实践和管理决策 √ √

１１）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具有终身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

３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
毕业要求的达成是通过一系列的教学过程来实现的。根据采矿工程专业各项毕业要求，针对性地

设置了教学环节，并提出了教学基本要求，即教书育人与传授知识并重，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基础

理论与专业知识并重，人文素质与专业素质并重；在平时的教学活动过程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创新，夯实基础，拓展能力。本专业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按照构建的１１条要求
内容进行评价。

３．１　达成度评价机制
评价对象：采矿工程专业毕业要求及相应的分解指标点。

评价原理：本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采用课程考核成绩分析法，以课程考核材料为主要评价依

据［８］，对课程（包括实践教学在内的所有教学环节）达成毕业要求的情况进行评价。通过计算某项毕业

要求指标点在不同课程中的相应试题的平均得分比例，赋予本门课程贡献度权重，计算得出该项毕业要

求的达成度评价结果。

评价依据：评价的依据材料为各门课程的所有考核材料，包括考试、作业、论文、实践性报告与实践

性设计成果资料等。

评价人员组成：学院成立专门的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小组，参与人员包括学院教学副院长、采矿工

程系主任以及分管教学副主任、采矿工程专业部分资深教授。评价涉及人员包括采矿工程专业所有任

课教师。

评价周期：每个评价周期为２年，在每届学生的第二学年末与第四学年末分别进行毕业要求达成度
评价。

评价标准与结果：根据以往教学经验与教学评价机制，结合本专业的实际教学情况、专业培养目标

及具体毕业要求等，经学院采矿工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讨论，确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合格标准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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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５。评价完成后，要形成“毕业要求达成度”记录文档，包括“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表”和“课程达成度
评价表”，确定具体的达成标准以及明确评价结果是否“达成”。

３．２　达成度评价方法
３．２．１　赋权重值（达成度评价目标值）

由专业认证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小组会同责任教授对每项毕业要求进行分解，并列出支撑每条指

标点的课程（不超过４门），对每门课程的支撑强度赋值，支撑权重值之和为１。
３．２．２　确认评价依据的合理性

在开展课程达成度评价前，由专业认证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小组指定专人对该门课程评价依据

（主要是学生的考核结果，包括试卷、课后平时作业、大作业、报告、设计等）的合理性进行确认：１）考核
内容是否完整体现了对相应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考核（试题难度、分值、覆盖面等）；２）考核的形式是否合
理（除了期末考试外，是否采用大设计或大作业的形式考核学生是否获取该条指标点所列能力）；３）结
果判定是否严格，判定结果应明确说明“合理”或“不合理”，如果“不合理”，则不应采用上述试卷或报

告作为达成度评价依据。

３．２．３　课程达成度评价
依据对学生的考核结果（包括试卷、大作业、报告、设计等），进行课程对该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

成度评价。针对某门课程，根据学生数的多少，抽取具有统计意义的试卷样本数，要求样本中好、中、差

的比例基本均等，可简单处理为抽取一个教学班。课程对某条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的评价值计算方

法如下：

评价值 ＝目标值 ×样本中与该毕业要求指标点相关试题的平均得分
样本中与该毕业要求指标点相关试题的总分

。

３．２．４　计算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结果
计算各门课程评价结果，加和求出相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评价结果，得出该项毕业要求达成

度评价结果。依据“评价机制”规定的合格标准，明确该项毕业要求评价结果是否“达成”。

３．３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结果
依据上述评价机制与方法，得到本校采矿工程专业所有１１项毕业要求的达成度评价结果以及存在

的主要问题，见表２。
表２　采矿工程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结果

毕业要求项 达成度 学生存在的主要问题 分项评价过程存在的问题

１
０．７４

（达成）

部分学生对采矿专业的形势及就业前景很担忧，以至于

产生厌学情绪，出现逃学现象；实践教学环节中应加强

对学生的采矿价值观及职业道德规范的教育

对于采矿工程专业的职业价值观体现不足

２
０．７２

（达成）

数学、力学基础知识较差，专业知识掌握不牢，不能灵活

运用解决较复杂的实际工程问题

支撑课程较多，计算较复杂；部分考查课程

考核标准模糊

３
０．７１

（达成）

矿井初步设计、采区设计、硐室施工设计能力有待提升；

对矿井设计规范、安全规程等不够熟悉

设计图纸、报告质量不高；实践教学环节考

核不严格

４
０．７１

（达成）

学生创新动力不足、创新能力不高；目前编制的课程体

系涉及采矿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装备的内容不够，教材

需更新

学生对采矿工程创新的参与面较窄，学生

科技创新的管理方式有待改进

５
０．７３

（达成）

矿业开发有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学习不够；矿井开采对

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的影响及承担的责任认识

不足

矿山环境、安全、法规等方面课程内容需更

新；部分专业选修课的考核评价较模糊

６
０．７１

（达成）

对软件、互联网技术、现代信息工具掌握得不够好，不能

灵活应用到具体矿山工程问题的解决中

数值模拟、物理模拟等相关课程设置不完

善，教学过程中没有重视学生对软件、工具

的开发能力培养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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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毕业要求项 达成度 学生存在的主要问题 分项评价过程存在的问题

７
０．７３

（达成）

就煤炭资源开采对社会、环境的影响问题及其长远发展

缺乏深入思考

部分课程考核评价的主客观题分值不均

衡，存在较大的人为主观性

８
０．８０

（达成）

学生的责任意识、团队意识不够强，与其他学科成员沟

通不够，没有明确的目标，团体组织能力还不够强

实践课中关于团队协作能力的考核内容不

明确

９
０．７９

（达成）

学生的表达能力、理解方式尚需提升及改进；日常外语

口语水平较低，跨文化交流不足

应用外语了解行业国内外的现状、跨文化

沟通交流能力的考核尚未确定一个合适的

评价依据

１０
０．８０

（达成）

重视采矿工程施工、设计及相关工程技术的学习，而轻

视企业管理、经济分析与决策等管理性质课程的学习，

不能将工程管理、经济决策知识灵活应用于生产、设

计中

该项毕业要求的支撑课程偏少，并且教学

内容对其的体现度不足，课程考核评价存

在一定的模糊性

１１
０．７５

（达成）

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不够强；由于煤矿现场工作

的环境较艰苦，部分学生毕业几年后仍不能很好地适

应，甚至对从事行业产生排斥心理

课程对指标点的教学支撑环节较少，部分

指标点的考核标准不易确定，进而给评价

实施带来较大的困难

４　结语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积极推进工程专业认证工作，是适应经济、人才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也是提升工

程教育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对促进我国工程专业人才的国际化流动、提高工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等

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１３］。本文基于湖南科技大学采矿专业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论述了采矿专业毕业

要求及其达成度评价机制与方法。依据该方法获得了各项毕业要求的达成度评价结果，证明了毕业要

求全部达成。为本校采矿专业教育提供了持续改进的依据，对其他院校的采矿专业认证工作也能起到

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１］李青霞．高校专业评估的国际化功能探讨［Ｊ］．高教发展与评估，２００８（６）：８０－８５．
［２］万志军，张东升，屠世浩．对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认识与体会———以中国矿业大学（徐州）采矿工程专业的认证为例

［Ｊ］．中国电力教育，２００９（１５）：３２－３３．
［３］唐海，彭文斌，王卫军．论以专业认证为导向的采矿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构建［Ｊ］．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４（６）：３９

－４２．
［４］邢菊红．专业评估体制：专业认证和同行评价双轨运行［Ｊ］．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１４（４）：４９－５２．
［５］陈平．专业认证理念推进工科专业建设内涵式发展［Ｊ］．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１４（１）：４２－４７．
［６］任长印．我国高校专业评估研究综述［Ｊ］．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６）：１１５－１１６．
［７］吴爱华，刘晓宇．深入推进理工科人才培养机制创新［Ｊ］．高等工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４（２）：１－６．
［８］林健．工程教育认证与工程教育改革和发展［Ｊ］．高等工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５（２）：１０－１９．
［９］王海艳，骆健．关于高校实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探讨［Ｊ］．江苏高教，２０１４（４）：１０３－１０４．
［１０］孙志平．以专业认证为导向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设置———以齐鲁工业大学为例［Ｊ］．亚太教育，２０１５

（１７）：１２－１３．
［１１］周玲，马晓娜，孙艳丽，等．工程教育，让世界更美好———２０１５年全面工程教育国际研讨会（ＴＥＥ２０１５）综述［Ｊ］．高等

工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５（４）：２７－３５．
［１２］刘洪林，张东升，管伟明，等．新疆大学采矿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特色［Ｊ］．煤炭高等教育，２０１４（５）：１１４－１１７．
［１３］张云鹏．以工程能力培养为目标的机械类专业实践教学方法探讨［Ｊ］．教育教学论坛，２０１３（３３）：７７－７９．

（责任校对　刘兰霞）

０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