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教育认证状态保持与持续改进工作指南（试行）》

解读 

  为指导和督促已通过认证专业做好状态保持与持续改进工作，2020 年 9 月

14 日，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以下简称认证协会）印发了《工程教育认

证状态保持与持续改进工作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指南》发

布以来，有关方面高度关注，不断咨询持续改进相关工作。现就比较集中关注的

几个问题说明如下： 

  一、《指南》发布的主要考虑？ 

  1. 进一步明确持续改进是认证工作的核心价值。持续改进是认证工作的重

要理念，也是认证工作的重要环节。对已经通过认证的专业，不仅要针对认证结

论中的专家意见进行改进，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持续改进工作的体制机制，并不

断迭代完善，实现真正意义的专业教育质量保障。其中的重点工作是建立面向产

出的评价机制，定期对产出的达成状况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再次改进，由此

形成“评价-改进-再评价”的质量螺旋式提升。 

   



  2. 改变“评后欠改”的工作现状。客观上讲，部分专业的认证工作一定程度

上存在“评后欠改”的问题，通过认证后的状态保持与持续改进一直是我们的薄弱

环节。特别是因为认证工作准备时间相对较短，即使通过认证，按照面向产出的

模式推进教学改革仍有大量工作要做。而相当部分专业通过认证后尚未形成主动

改进的自觉意识，如何改进缺乏有效指导，改进情况怎样缺乏有效监督……存在

上述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认证工作质量，不利于发挥认证工作的核心价值。 

   

  3. 为保持“通过”认证状态提供明确指导。通过认证专业为保持“通过”认证

状态，是否每年都要改进并提交改进情况报告，如何改进及如何提交改进材料，

认证结论为“有条件 6 年”专业的有效期中期到期后如何开展审核并延续有效期，

《指南》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和依据。 

  二、《指南》制定的过程怎样？ 

  2017 年修改认证结论后，当年度认证的 293 个专业认证有效期中期即将于

2020 年底中期到期。在对上述专业通过认证后持续改进的摸底调研基础上，2019

年下半年开始，认证协会学术委员会依据《工程教育认证办法》，组织起草了《指

南》，在 2019 年第二次学术扩大会上开展了研讨和审议。2020 年，学术委员会

根据当前认证工作重点，再次对文件进行了修订，并多次征求了部分学校、专委

会和认证专家的意见。2020 年 9 月，经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审议通过，正式印

发执行。 



  三、《指南》关注的重点都有哪些？ 

  1. 聚焦评价，重点看是否建立评价机制 

  推进产出导向教育（OBE），需要学校和专业从思想理念到具体行动，从管

理人员到一线教师，从专业课程到基础课程，都要逐步完成面向产出的模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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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协会提出了要推进专业建立以毕业要求为主线，以毕业要求和课程目标评价

为底线的认证工作核心要求，其中的关键性工作是推进专业建立面向产出的评价

机制。近年来认证实践中的申请与审核要求、自评与审核要求、现场考查与结论

审议等各环节工作，均把“主线”和“底线”作为当前认证工作的重点。本次印发《指

南》，也把专业建立面向产出评价机制作为每年改进并提交改进材料，以及中期

提交改进情况报告的重点要求。 

   

  2. 关注日常，主要是原始材料是否面向产出 

  为不增加学校和专业的负担，《指南》中要求专业每年仅需报备面向产出要

求开展改进的既有原始材料，并且是按照本校要求归档的各类教学文档。例如，



按照面向产出要求修订的培养方案、课程大纲、修订过程中的合理性评价报告、

修订工作报告等原始文档，，以及当年度按照面向产出要求开展的课程评价与毕

业要求评价原始材料，包括以电子文件形式存档的试题、报告、设计及各类课程

评分标准、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和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报告等。不要求

学校再行总结或撰写年度改进情况总结报告。有效期中期到期的改进情况报告只

需在各年度改进材料基础上整理即可。 

  3. 动态调整，不改进的坚决中止 

  为督促已通过认证专业改进工作，《指南》要求通过认证的所有专业每年年

底前报备改进情况原始材料，认证协会将组织抽查。所有专业第 3 年提交改进情

况报告，认证协会将组织开展中期审核。对未及时报备或提交报告，以及每年抽

查和中期审核不通过专业，将依据《认证办法》和《指南》，中止认证有效期。 

  4. 分步推进，关键看是否动起来了 

  对通过认证专业如何开展面向产出的评价机制建设，《指南》明确要求，专

业应制定持续改进工作计划，分年度完成面向产出的制度文件修订完善工作、课

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工作以及其他相关持续改进工作。特别是并不要求所有课程

一年内完成评价，仅需在一个评价周期内覆盖所有课程即可。因此，分阶段逐步

推进是《指南》的重要要求，但前提是“真刀真枪”地开展了面向产出的教育改革。 

  四、后续工作安排怎样？ 

  1. 有效期中期到期专业 

  对 2017 年参加认证，有效期自 2018 年 1 月起，2020 年底中期到期的 293

个专业，需要在 2020 年 11 月 30 日前提交持续改进情况报告，包括认证有效期



为有条件 6 年和 6 年的两类专业。认证协会将组织开展中期审核，2021 年上半

年公布审核结果。 

  今后有效期中期到期专业参照上述时间节点开展工作。 

  2. 对所有通过认证专业 

  对目前认证协会通过认证的全部 1353 个专业，需要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报

备改进情况原始材料，今后有效期内每年年底前报备当年度改进情况（第 3 年改

进情况与中期审核需提交的改进情况报告一并报备）。认证协会将组织抽查。 

  今后所有通过认证的专业均需按照《指南》要求，在有效期内每年年底前报

备年度改进情况。 

  其他相关工作安排详见持续改进与中期审核工作时间节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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