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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的人才培养目标

 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

 全面发展 + 个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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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清 华 章 程 》 - -

 培养学生具备：

健全人格 宽厚基础 创新思维 全球视野 社会责任感

 本科教育：厚基础 重实践 求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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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关于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
（清校发〔2014〕29号）：

教 改 方 案

2014年，学校发布《清华大学关于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的若干意见》，把“落实以学生学习与发展成效为核心

的教育质量观，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作为深化教

学改革的总体目标之一，并具体指明要“根据人才培养目

标，系统梳理和调整课程体系，以课程和培养环节的

学习成效为基础，健全以学生为本、以成效为核心的

教育质量评价与监控体系，努力促进学生的长远发

展。”

 以评估为抓手，完善本科教学质量保障和改进体系：

 参与ABET等国际专业认证 （检验和学习）

 探索本科专业的定期校内评估（保障和改进）

清华大学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始终把促进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在本科教学工作中进一步明

确了“以学为主”的教学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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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为什么要进一步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使 命 驱 动
深 化 改 革

治理与问责

发 挥教师主 体 作 用
触 及 教 学 活 动 基 本 环 节

建 立持续改进机 制 ， 培 育质量文化

质量观： 保 障 基 准 St a n d a r d s   v s .   追 求 卓 越 E xe m p l a r s

关 注学生学 习 与 发 展
开 展 学 生 培 养 成 效 的 评 价

改 革 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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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ET等国际专业认证是我校的自发要求，在此列入学校内部质量保障的范畴

清 华 教 育 质 量 保 障 概 况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本科教学年度质量报告

 国内本科专业认证

 一级学科评估

 学位授予点合格评估

 学生评教

 质量常规监控

 教师能力发展

 国际专业认证*

 … … …

外部质量保障

 专家评教

 教师自评

 学情调查

 制度保障

 … … …

内部质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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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教学委员会：下设培养与课程委员会、通识教育委员

会、教学评定委员会、创新创业教学（专项）委员会

 院系教学委员会

 本科生课程咨询委员会

 院系人才培养顾问委员会

 教学质量办公室

2014年起，逐步加强教学质量管理的组织与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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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教学质量保障的几个实践案例：

• 国际专业认证

• 校内专业评估/审查

• 教学质量常规检查

• 院系教学工作年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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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T：美国工程技术认证委员会（Accreditation Board for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ABET的认证对象主要为高等院校的本科专业（Program）

（也有部分硕士专业），ABET不对学校、院系、学位和课程进行认证。

认证标准（Criteria）:学生、培养目标、培养成效、持续改进、课程、教师、设施、

支撑环境；专业认证标准

专业培养目标（Program Educational Objectives, PEO）

学生培养成效（Student Outcomes, SOs）

持续质量改进（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CQI）

案 例 分 享 一、ABET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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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ABET执行主任迈克尔·密里根博士在访问清华大学的报告中提到，
专业认证的价值之一在于：

通过认证过程，学校和教师将知道学生们需要什么？学得怎么样？
从而重视学生的教育，最终让学生们更多地受益。

清华大学的价值塑造、能力培养、
知识传授的“三位一体”理念

ABET认证标准中对学生的知识、
能力和素质提出了十一项要求

人
才
培
养
理
念
的
共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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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立 体 现
CQ I 及 O B E
理 念 的 教 学
质 量 保 障 机

制

提 高 毕 业 生
资 质 的 国 际

认 可 度

吸 引 全 球 范
围 内 的 优 秀
学 生 到 清 华

学 习

深 入 体 验 国
际 工 程 教 育
质 量 评 估 模

式

建设国际一流的本科教育体系，促进学生学习与发展

关注学生学习与发展
以学习成效为导向
注重质量持续改进

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成
长与发展通道

创建更多样化、创造性的
大学学习与生活环境

学习和借鉴评估方法，为
提高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质

量提供助力

清华为什么要做ABET认证?

清华的教育教学工作应具备开阔的国际视野，要在国际化的平台上去审视、研究和改进人才培养质量



ABET认证全过程（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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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2014） 第二年（2015） 第三年（2016）

• 研讨学习ABET理念与规则

• 制定认证规划

• 建立组织结构和工作机制

• 教师培训

• 自评报告初步准备

• 搜集数据和材料

• 开展课程第一轮评估

• 实验室安全建设

• 网站建设及公开栏目

• ABET Foundation 咨询

• 1月
正式向ABET提出认证申请

• 2月-5月
院系完善自评报告

• 3月-6月
ABET任命现场考察小组、确定考
察日期、院系提交正式自评报告

• 12月-2016年1月
ABET修改考察报告，并寄给学校

• 9月-12月
ABET现场考察, 起草考察报告，
院系有7天时间反馈

• 2月-4月
学校回应认证报告，并回复
ABET

• 5月-6月
ABET对认证报告作必要的修改

• 7月
ABET分委员会开会决定

• 8月
通知学校最后结果

• 10月
公布认证状态

•

实
验
室
等
硬
件
改
造

•

自
评
报
告
的
持
续
改
进



ABET顾问与师生交流聘请国外专家进行
ABET认证培训

机械系人才培养顾问
委员会: 讨论专业培
养目标和课程体系

ABET Symposium
ABET Orientation 

Meeting

ABET顾问现场考察

学校工作组例会
自评报告评阅会议

会见ABET执行主席 Dr. Milligan

会见ABET评估专家组组长Prof. Wepfer自评报告



制定计划

实施改进

Act

定义目标与指标

设计评估方法

Plan

教学活动

Do

评估活动

发现问题

Check

课程学习目标
（Learning Outcomes）

专业培养目标
（Program Educational 

Objectives）

★学生培养成效
（Student Outcomes）

评估设计过程：
定义目标；用实现矩阵关联（Matrix）

评估设计过程：
定义目标; 用实现矩阵关联

毕业生调查

校友调查

雇主调查

间接评估

人才培养顾
问委员会

定期咨询
Matrix

评估结果反馈过程

评估结果反馈过程

直接评估

评估要点及方法 开展评价分析问题实施改进提高质量

★ 以专业培养目标为出发点

★ 以培养成效为评估的立足点

★ 以课程为评估的基本环节



如何修订专业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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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要点及方法

 专业培养目标（Program Educational 

Objectives, PEO）是对该专业学生毕业数年

后（3-5年左右）在社会各领域内预期的发展

成就的概括性表述。

 培养目标是定义学生培养成效（Student 

Outcomes, SOs）的前提。

 课程评估过程中并不对专业培养目标进行直接

评测。

 院系成立本专业的人才培养顾问委员会，定期

就专业培养目标的内容开展讨论。

一份好的培养目标应具有的特质：

 表述清晰；

 与学校定位、院系发展紧密结合；

 反映利益相关群体意见：国家和社会、教师、

学生、学校管理者、校友和雇主等；

 能够作为毕业生职业发展初期的目标；

是具体的、务实的、可达成的目标。



专业培养目标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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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专业旨在培养学生具有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基础知识；

2. 掌握化工工艺、设备和产品设计及系统集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具备发现、分析和创新性地解决复杂

工程问题的能力；

3. 拥有健康身心与合作意识，恪守职业伦理；

4. 主动面向科技、经济和社会重大需求，在产业、学术和管理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1. 毕业生将通过融合工程、科学和管理的知识解决现实环境问题，并成为环境产业领域的领军人才；

2. 毕业生将进入最好的科研院校继续深造，并能终身学习；

3. 毕业生将开创自己的公司，并推动环保技术革新和持续发展；

4. 毕业生将成为专业协会、政府、咨询公司和学术机构的知名专家和领导者。

1. 将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并在世界领先的学术机构或企业成为卓越的行业专家。

2. 将会在机械工程领域及其他领域成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引领人才。

3. 将成为带动国内外技术、经济及社会创新的创业者。

4. 将热爱机械工程并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并能改进制造行业，推动产业的发展。

环境工程

化学工程

机械工程



如何定义学生培养成效（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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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知识的应用能力；

（b）设计和操作实验、分析和解释数据的能力；

（c）在现实条件下，设计系统、部件或程序以满足预期
需求的能力；

（d）在跨学科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e）识别、分析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f） 对职业和伦理责任的认知；

（g）有效沟通的能力；

（h）广泛的知识，充分认识工程解决方案在全球的、经
济的、环境的和社会的背景中所发挥的作用；

（i） 认识到终身学习的必要性，并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
；

（j） 了解当前的形势；

（k）在工程实践中运用各种技术、技能和现代工程工具
的能力

 学生培养成效（Student Outcomes, 

SOs）要以专业培养目标（PEOs）为

依据进行定义。

 应反映学生在毕业时，经过本专业

培养所能达到的“知识、能力、素质”

要求。

★ ABET定义的11项本科生培养成效（a-k）



如何评估学生培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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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定期对学生培养成效的达成进行评估，并修订培养成效的定义。

对培养成效进行评估是持续改进的前提，评估的结果将作为持续改进的输入。

 一是评测（Assessment）：基于一

定的方法和步骤，定义、测量和搜集

教学相关的数据

 二是评价（Evaluation）：通过对评

测过程采集到的数据进行解读和分析，

来查证学生培养成效的达成度

 课程评估（直接评估）和非课程评估

（间接评估）两种方式

两种评估方式

 院系在自评过程中应同时采用这两种方

式来评估培养成效的达成度

评
估
过
程



• 发现的问题（认证专业示例）
遇到的问题 促使我们

毕业生应该具备哪些能力？课程布局是否能满足？根据ABET要求开展评价，发
现：
• 缺乏地球科学方面的教学；
• 对概率统计方面知识缺乏重视；
• 补充工程经济学的内容；
• 设计课与工程实践脱节。

重新思考专业课程布局

课程教学成功与否？当前我们有学生评教。
ABET要求评价学生知识和能力的实际掌握程度。 重新完善教学评估方式

特长生学分减免制度的规范化
特长生、留学生课程成绩评定规范化
设定获得毕业资格、学位授予资格的学分绩（GPA）最低限
建立严格的课程先修要求，通过制度保障
建立专业持续改进的制度：专业培养目标定期修订、课程学习OBE评价与调查、
成立人才培养顾问委员会等举措

重新规范教学管理制度

对所有新生进行安全教育，并要求通过安全测试；
增加实验保护设备：护目镜，洗眼器，喷淋设施；
完善实验室通风设施，确保无异味；
任何实验室应至少配备两个可随时打开的安全门；
张贴危险品的警示标志

重新审视实验教学安全



教学实验室安全与规范建设

通过实验室的安
全与规范建设，为教
师和学生提供安全的
学习与研究环境，同
时，将安全意识、安
全知识融入到学生的
培养过程中，在安全
规范的环境中，培养
学生树立以人为本、
安全第一的良好职业
道德素养。

化工系教学实验室改造



2015年11月ABET专家组到清华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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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4日，ABET（美国工程与技术

认证委员会，Accreditation Board for 

Engineering Technology）官方公布2015-

2016年全球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结果，清华大学

化学工程、环境工程、机械工程、给排水工程

等四个本科专业正式通过ABET认证，并同时获

得六年最长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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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s  Experience Outcomes
认证的行动、体验与成效

Tsinghua + ABET

• 教师：理解成果导向教育理念（OBE），开展基于学生学习
成效的课程评价，提高课程教学水平

• 确定课程教学目标，搜集教学材料，直接评价学生课程学习成效

• 学生：学生的学习效果得到评价，课程质量及学习环境得到
持续改进

• 参与评估，给予反馈，展现学习成果，收获知识、能力和价值

• 院系：建立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教学管理形成“闭环”

• 定期修订专业培养目标、培养成效，梳理课程体系，直接及间接评价
学生培养成效，开展校友、雇主及毕业生调查，建立院系级人才培养
顾问委员会

• 学校：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确保“三位一体”人才培养
理念落实

• 关注学生的学习与发展，重视教师的引领作用

• 重视教学活动和过程，建立持续改进机制

• 培育符合清华育人使命的质量文化
22

A B E T 认 证 的 实 际 操 作 ， 为 清 华 教

学 工 作 提 供 了 一 个 深 入 理 解 教 学 质 量

持 续 改 进 和 O B E 理 念 的 行 动 框 架 。

基 于 认 证 经 验 和 清 华 实 践 ， 有 利 于

我 们 树 立 教 学 规 范 意 识 ， 完 善 质 量 保

障 机 制 ， 加 强 教 学 工 作 的 系 统 性 、 逻

辑 性 和 一 致 性 。

化 工 系 主 任 赵 劲 松 教 授 ：

谁管教学都不走样

谁教课都不走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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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科专业质量保障（培养方案校内评估）
Undergraduate Academic Program Review

案 例 分 享

清华本科专业评估（Undergraduate Academic Program Review）

是在学校内部开展的一项教学质量保障活动，由学校组织各院系进行，围

绕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对各专业的学生培养成效进行定期的监控和审查。

培养方案评估的对象为全校本科专业，不

包括二学位及辅修专业。评估着重考查各

院系本科专业培养方案的育人成效。

评估过程应特别注重对学生培养成效的评价，注重教师、

学生对学校和院系教学工作的评价，注重毕业生、校友

和雇主对本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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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Accreditation  &  Program Review

为什么从专业（Programs）的视角实施质量评估：

学科分类 + 社会分工  专业 与 大学的育人实践

• 专业是连接高深学问与社会需要的中介，是高等教育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课程组

织形式。我国高等教育的“专业” 具备一定的实体性质。

• 专业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我们按专业招生、按专业培养学生、按专业组织

课程与教学资源，学生按专业毕业与就业。

• 要关注学生的学习与发展，谈论人才培养质量，就不能忽略专业的人才培养成效。

• 基于本科专业的评估，能够切实检验人才培养的成效，考量教学的“投入”与“产出”，全面审

视各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为学校的决策和问责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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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评估与学生评教的对比：切入点不同 功能互补

专业评估 学生评教

评估目的
评估专业培养成效（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达成
度，促进教学单位加强对课程体系的整体规划，通过
评估建立质量持续改进机制

了解学生对教师和课程的认可度，以学生获
益为检验，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评估主体 教师>学生 学生>教师

评估方案和范围
专业培养方案：院系层面规划和自评
培养方案中的课程：任课教师规划和自评

所有课程：学校层面规划；
学生对教师和课程进行评价

课程教学内容 深入触及。注重教师的学术权力和学术判断。 较少涉及。注重学生的满意度和学习感受。

评估对象 本科专业：以培养方案及专业课程为核心 课程、教师、助教

问责对象 院系、专业层面 教师个体

评估结果使用
院系问责、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的评判、本专业教学
全过程的记录和梳理、领导决策

教师考评、课程和教师教学质量评判、领导
决策

资源投入 很高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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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评估的沿革
Academic Program Review

美 国 院 校

美国高等教育专业评估（Academic Program 

Review）很早就已出现，它的发展可粗略分为

三个时期：初期（1642-19世纪早期）；早期

（1860-1970）；成型期（1970-至今） 。

Harvard University, MIT, UCLA, UC-Berkeley,

Princeton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IUC,

Cornell University ……

20世纪70年代，专业的内部评估、外部评估系统都逐

渐成熟，各高校开始广泛的进行定期专业评估 。在1980年

前后，约82%的院校表示他们在进行校内定期专业评估 。

卡内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委员会在二十世纪70年代的一项

研究中表明，高等教育未来的管理将会重点依赖专业和课

程的评估（program & curriculum）。美国高校后期的

发展验证了他们的预言 。

发展变化：① 不定期评估  定期评估 ② 外部评估主导  内外结合

③ 对教员和资源的管理  对为获得学位的课程体系（curriculum）的综合性评

估 + 学生培养成效（Student Learning Outcome）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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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高校教学质量保障内容对比

英 美 清华

QAA评估 区域认证—学校层面
审核评估
年度质量调研及报告

专业认证 专业认证
国内专业认证
国际专业认证

学生评教 学生评教 学生评教

学生满意度调查—开展较晚，
2005年

学生满意度调查—较早开展，
1990s

学生学情调查—2012年
学生成长跟踪调查
学生学习成效测评-国际比较

校内专业评审：定期，同行，
学生培养成效（Student
Outcome）

校内专业评审：定期，同行，
学生培养成效（Student
Outco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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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评估
Undergraduate Academic Program Review

案 例 分 享

以 学 为 主

关注学生学习与
发展成效

主 体 多 元

教师、学生、管理者

目 标 导 向

PEOs, SOs, LOs

实 证 评 判

指标、数据、材料

注 重 过 程

教学过程、改进过程

有 效 沟 通

协商、理解、共识

评
估
的
基
本
原
则



课程学习成效评
估与改进

毕业生调查

校友调查
雇主调查

（6年至少1次）

召开人才培养顾问委
员会会议

（6年至少1次）

7月
完成全部学
生培养成效

评估

9-11月
专家组审
阅自评报
告与现场

考察

12月
学校审议并
发布评估结

论

11-12月
专家组与院系的反馈

7-8月
提交自评

报告

开始编写自
评报告&

教学文档与
资料整理

评估年

院系定义：
* PEO-SO-LO

制 定 （ 6 年 ）
教学工作及评
估规划

日常教学活动 & 
教学文档与资料搜集

第1年

每年进行：

第5年 第6年评估前一年第2-4年

教学质量持续改进

11月前
评估申请，

与学校确定下一
年专家评估安排

* PEO(Program Educational Objective)：专业培养目标；SO(Student Outcome)：学生培养成效；LO(Learning Outcome)：课程学习目标

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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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1 课程1

LO2

LO3

LO4 课程2

LO5

LO6 课程3

。。。。。 。。。

a.

b.

c.

d.

。。。。。。

学生培
养成效
SOs

课程与
学习目
标LOs

专业培养目标
PEO

6年修订一次

6年评估一次
每年评估

★频度：
每年需完成部分课程的评估与改进，所有专业主修课程需在6年中完成评估与改进。每年记
录评估与改进情况，根据每年的课程改进计划及其实施情况报告，完成6年1次的培养方案
自评报告（Self-study Report），提交学校教学委员会。

本科毕业时达成

毕业3-5年后达成

本科学习阶段达成

培
养
方
案



案例三：教学质量常规专项检查

• 日常教学管理中突发议题：目前每学期进行

• 捕捉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 教学质量管理需要研究能力和执行力

 分数膨胀

 课程教学大纲规范性及新发展

 特别类型学生的教学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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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课程成绩情况检查：缓解分数膨胀问题

312

160

567

437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2014年春季学期 2015年春季学期

两年度春季学期平均分90分以上课堂数

平均分90分以上

90分以上人数比例高于50%的

课堂数

总课堂数
平均分90分以上

课堂数 占所有开课课堂的比例

2014年春季学期 1800余门 312 16.7%
2015年春季学期 1800余门 160 8.8%

对部分高分课堂进

一步核查，并请院

系督促任课教师填

写情况说明，就考

试成绩分布偏离常

规的情况说明原

因。

注意：成绩高不一定

有问题，但是需要说

明



课程大纲检查：加强大纲规范性，内容编写新要求

• 完成度最高的内容为“课程内容简介”部分，98%的课程发布了课程简介。

• 88.5%的课程介绍了课程的考核方式，但教材、教学目标、参考书、先修要求、
课程日历的完成度低于70%，评定标准的完成度仅有2.3%。



• 学生认为课程大纲最重要的作用是选课参考，教师应该在授课前完成课程大纲的

编写和发布



• 最受学生关注的内容是考核与评价



案例四：院系教学工作年度评估

• 考察人才培养工作的资源投入和成效，以及创新工作开展情况，包括：课程

教学和培养质量、学生学业情况、教学和培养资源投入、学生培养成效和持

续改进行动，教学创新和改革项目等情况

• 定量 + 定性

36



2017年清华迎接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 外部问责：审核评估

• 内部改进：专业评估、常态监测、平台支持

• 近期目标：以外促内，自评自建，持续改进

37

要真正通过评估受益，结合学校教改进程，借此机会完善内部教学质量保障机制，加强教师教学投入，促

进学生学业发展，持续提高教学质量

完善内部教学质量保障机制
加强（教师）

教学投入

常态监测 专业评估
OBE教学
评估方法

促进学生学业发展，持续提高教学质量

促使教师开展课程学习成效的评价，进一步研究教学、

投入教学；

搜集学生教学过程资料，详实记录教学过程，以证据证

明学生培养目标的达成；

把评估结果作为教学质量管理中持续改进工作的依据和

输入。



《中国高等教

育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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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成效，完善体系建设

尊重教学规律，理解教学活动中的人-- 教师与学生；

教师投入和激励最关键；

除了结构化的思考和改进，更要真正触及课堂、教师和学生 （加强由教师主导的教学评价

等）

质量保障：理解力，行动力 很重要

以学生为中心  关注学生的学习与发展，重视教师的引领作用

成果导向教育  重视教学活动和过程，建立持续改进机制

培育质量文化  培育符合清华育人使命的质量文化

结 语：关键点



☺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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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晶

清 华 大 学 教 务 处 教 学 质 量 办 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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