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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题讲座 
 

12 月 7 日，服装学院邀请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执行院长、

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工程教育认证负责人、教育部高校纺织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服装分委员会秘书长刘正博士做了关于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的专题讲座。讲座以线上形式进行，学院领导班子成

员，服装工程系全体教师参加会议，会议由副院长郭锐主持。 

刘正博士介绍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背景、意义，对照纺织类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结合浙江理工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

认证工作遇到的问题及应对策略进行了详实细致的解析。讲座既

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让与会教师收获颇多。与会教师与刘

正博士就我校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遇到的

困惑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通过本次讲座，让学院教师进一步认识到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的重要性，提高了做好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认证工作的信心，为学

院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开展假期专业认证工作推进会 
 

12 月 8 日，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在 1209 教研室召开假期专

业认证工作推进会。 

会上，系主任李华对 2021

年度的专业认证工作进展进

行了总结，并制定了 2022 年

度寒假的工作实施方案，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成立学院专业认证组织机构，明确工作职责，落实人员分

工。 

2.成立工作组，对相关专业培养方案、教学大纲、课堂教学

等各相关环节进行建设与修订。 

3.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推进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的全面

铺开，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完成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相关工作。 

4.根据专业情况，有步骤、有计划的推动专业向中国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委员会递交认证申请。 

最后，李华强调，按照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理念，围绕专业

定位，结合现有实际情况，对照专业认证标准，重新明晰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人才培养体系、培养

计划、课程设置、课程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梳理，以“目标为导

向”重构人才培养方案。 

 



软件工程专业举行教学研讨 
 

12 月 22 日下午，软件学院软件工程系举行了“以专业认证

为抓手，提升软件人才培养质量”研讨会，副院长李松阳和软件

工程系全体教师参加了会议。 

 

会上，陶华亭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应该以认证为

抓手，优化课程设置、改革教学方法、以赛促创新、重视教学组

织建设等，推动专业建设的全面改革，建立重基础、强实践、全

链条的软件实践能力一体化培养体系。 

汪伟老师以《数据结构》课程为例，探讨课程教学方式。她

认为应该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理念，明确本课程定位。采用渗

透式的方法，课上课下先明确本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强调本课程在职业发展和学习深造中的重要性，激发学生学习的

原动力和积极性。过程性考核是保证学生学习质量的一个重要环

节，在工程认证中有明确的要求。教学中应该加强过程性考核，

采用课堂提问、单章考核和课后作业等多种形式对学生的学习进

行考核。 

最后，李松阳副院长要求大家加强“学生为中心理念、产出

导向理念和持续改进理念”，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不忘初心、

与时俱进、甘于奉献，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出更好的学生。 



轻化工程专业积极开展工作交流 
 

为提高化工与印染工程学院尤其是轻化工程专业教师对工程

教育认证的进一步认识，12 月 28 日下午，化工与印染工程学院

邀请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邓天天博士指导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

作。化工与印染工程学院班子成员、全体科级干部和轻化工程系

全体专业教师参加会议，培训会由副书记郑汝东主持。 

首先，郑汝东给大家介绍了邓天天博士在一流课程建设、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和专业认证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希望老师们认真

听取邓博士的讲座，为我院 3 个本科专业的专业认证工作奠定基

础。 

邓天天博士从环境工程专业发展情况、认证开展工作、认证

经验体会、认证工作主要收获四个方面进行讲解。着重介绍了专

业认证思想认识、前期准备、专业认证工作流程、认证申请、认

证对标等具体细节工作。她结合环境工程专业认证的具体实践，

让老师们充分了解了专业认证需要做的工作，怎么开展专业认

证，如何提交认证申请书等诸多环节。 

随后，副院长王非强调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重要性，强调

认证需全员参与，需要老师们尽快熟悉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解

读及使用指南；指出当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熟悉认证要求、修改

人才培养方案和大纲，找出每门课的指标点，确定达成度的计算

方法。 

最后，郑汝东副书记做了总结发言，郑书记指出，轻化工程

专业目前暂时没有获得认证通过的先例，这对我们既是机遇又是

挑战，希望我们大家凝心聚力，以轻化工程工程教育认证为主要

任务，在做好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投入到轻化工程专业工程

认证的工作中，力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取得突破。 



  



各学院稳步推进专业认证工作 
 

一、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1.安全工程专业宣传册制作完成 

为加大安全工程专业宣传力度、获取社会对专业建设的评价，

经学院研究决定制作专业宣传册，经过多次研讨、修改、提升、完

善，安全工程专业宣传册和电子画册已制作完成。 

 

2.实验仪器设备安装完成并通过验收 

安全工程专业综合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已完成安装、调试，并顺

利通过学校验收，为安全工程专业拓宽实验教学范围、提升创新性

和高阶性实验项目比例及提升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增加了动力来

源。 

 



3.完成 2021 年专业认证工作总结 

完成 2021 年专业认证工作总结，对一年的认证工作开展与取

得的成效进行了梳理；完成了 2022 年专业认证工作实施方案，对

明年的认证工作进行了科学规划；完成了 2021 年度专业认证进展

报告，对专业认证工作主要进展、专业认证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建

设经费使用情况、专业自查评价等进行了系统分析。 

4.初步研讨自评报告修改原则 

认证工作团队核心成员与院领导针对自评报告的修改原则进

行了初步研讨，形成了初步意见；部分认证工作团队核心成员正在

研究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的新方法，新方法更详细、科学，更能体

现 OBE 教学理念。这为专业教学工作持续改进提供理论指导。 

二、土木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专业全体教师在土木工程学院会议室在线参加了由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举办、新华网

提供支持的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此次培训是全面推

进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的重要举措，通过培训学习，各位专业老师

充分认识到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意义，树立了正确的课程思政建

设理念，进一步强化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与能力。培训会后，结合

测绘工程专业工程认证需要，在土木工程学院蒋瑞波院长主持下，

全体教师讨论了如何将思政目标与认证标准的毕业要求相结合, 

以及在具体课程具体如何落实思政目标, 为利用课程思政建设提

高测绘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奠定基础。 



 

三、机械工程学院 

2021 年 12 月，机械工程学院组织骨干教师参加“高校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与 OBE 理念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专题研修班”（线

上），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如何系统推进专业认证的工作部署，深化

专业建设；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解读与教学工作的持续改进；基于

OBE 理念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专业认证申请书撰写的要求与

关键点，自评报告的撰写等内容。通过本次线上的交流培训，使学

院教师加深了对工程教育认证理念及标准的理解，认识到开展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深化专业建设的重要性，并对于基于 OBE 理念的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二级指标点的分解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解

决了对本专业认证存在的困惑，对推进学院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具

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学院将会继续推进基于 OBE 理念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设计修订，积极推进基于 OBE 修订专业课程教学大纲工作，探讨

基于 OBE 的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考核方式，思考课程目标

达成评价问题。 



四、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更好地推进 2022年环境工程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及教学工作顺

利、保质、保量进行，教研室组织召开会议及时总结 2021 年环境

工程教研室工作，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 

 

1.教研成果丰富 

以认证为契机，鼓励教师开展教学研究。2021 年以来，获批

教育部 2021 年第一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两项，河南省十四

五规划一般课题一项。《环境工程微生物学》获批河南省一流本

科线上线下混合课程；《水污染控制工程》获批河南省一流线上

课程推荐；《环境学导论》获批河南省首批课程思政样板课程；

《环境影响评价》获批河南工程学院校级一流课程建设项目；

《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处置》获批河南工程学院校级一流课程建设

项目；自编使用教材两部《水污染控制工程》《环境监测》，教研

论文 10 篇，教学成果丰硕。姜沛汶老师参加教学技能比赛获得

省级一等奖和教学标兵。 

专业的主干课程都有了可喜的课程建设成果，结合学校教研

项目逐级培育的要求，教研室要求各位教师下一步要进一步做好

自己的课程建设、积极申请校级教研项目、校级课程，一步步向



上培育，申报省级和国家级项目；积极参加教学比赛，以赛促

教，以赛促改，积极向同行取经，不断精进自己的教学技能；各

位教师要及时总结自己的教研成果，撰写教研论文，打好申报项

目储备基础。同时要积极编写教材，下一步重点是实践教材的撰

写。 

2.课程思政团队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确定为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

位一体”。课程思政团队需要有一条主线，专业计划结合专业特

色拟以“五位一体”为主线申报。专业以 8 门核心课程为主体申

报思政课程团队，每门课程都要有一门思政课程教研论文，目前

导论、环境监测今年思政课程教研论文均已完成，其他课程需要

继续努力，加强平时积累，为团队申报创造良好的可量化基础。 

3.工程教育认证 

（1）制定了环境工程专业二级指标点达成度的标准；制定

了《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环境工程专业本科课程目标和毕业要求

达成情况评价机制与实施办法》； 

（2）紧扣二级指标点，完成了 17 门课程大纲的撰写和修

改，定稿；完成了专业核心课程达成度深度分析报告； 

（3）完成第二批次实验室设备的选型和技术参数的确定，

合同签订。相关专业设备已经于 10 月 22 日陆续供应到学校，11

月初完成了设备调试和培训； 

（4）整理完善了 2015 级、2016 级、2017 级毕业生专业课

程材料，实践教学材料等； 

（5）2021 年 10 月向工程教育认证协会提交了专业认证申

请。 



五、材料工程学院 

1.进一步统一试卷批改标准 

在批改期末试卷及报告前，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系全体老师认

真学习了批改试卷的要求，进一步统一了按照工程认证标准各门

课程需要完成的工作。这一常态化工作已经对所有专业课程完成

一轮实践，各位老师也逐渐了解工程认证理念。 

2.开展本科毕业论文工作 

毕业论文涉及指标点多，是检验学生能力的综合性课程，因此，

如何能更好地使其体现出对学生能力提升作用，是学生毕业前的

最重要环节之一。在对指标点进行熟悉后，专业系统修订了毕业设

计（论文）大纲，并在 12 月 27 日早上九点在桐柏路校区工美楼

108 会议室进行毕业论文环节工程认证支撑方式讨论。 

与会教师认真讨论了支撑毕业论文指标点的每一句话该用论

文的哪些部分来支撑，以及论文需要增加哪些内容以更好地支撑

工程认证所要求的知识和能力。在不改变学校统一要求的前提下，

各位教师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制定出现阶段实施方案，对

学校要求提交的附表 1（课题申报表）和附表 2（任务书），结合工

程认证要求进行了修改，并对学生寒假需要完成的开题报告部分

如何调整做出了进一步说明。 

通过以认证要求对毕业论文环节的调整，所有专业课程已完

成一轮完整试改，对于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不足，也将在下个学期课

程中进行陆续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