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教育认证程序 

1．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程序有哪些? 

答：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程序包括六个阶段： 

(1)申请和受理。学校对照认证标准要求先做初步自评，自愿提出书面申请，

认证协会秘书处会同相关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对认证申请进行审核，做出是否受

理决定。 

(2)自评与提交自评报告。已受理认证专业依据认证标准开展自评，逐条判

定是否达成标准要求，在自评基础上撰写自评报告，提交给认证协会秘书处。 

(3)自评报告审阅。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对已受理认证专业的自评报告进行审

阅，做出是否通过自评报告的结论，并提出具体的审阅意见。 

(4)现场考查。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委派现场考查专家组到通过自评报告审核

的专业所在学校开展现场考查活动。 

(5)审议和做出认证结论。专业类认证委员会、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理事

会依次召开会议，分别做出认证结论和审议批准认证结论。认证协会发布理事

会批准的认证结论。 

(6)认证状态的保持与改进。通过认证的专业 

在通过认证的有效期内，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持续改进和状态保持。

必要时认证协会可随机回访，检查学校认证状态保持及持续改进情况。通过认

证的专业如果要保持认证有效期的连续性，须在认证有效期届满前至少一年重

新提出认证申请。 

2．专业申请参加工程教育认证的条件有哪些? 

答：专业申请参加工程教育认证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申请认证的专业须是经教育部批准或备案，属于认证协会认证专业领域，

至少已有三届毕业生，学制不低于四年，以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为主要目标的专

业。 

(2)申请专业所在学校须是经教育部批准或备案、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普通高

等学校。 

(3)自愿提出书面申请。 

3．为什么说自评是专业做好工程教育认证的基础? 

答：自评是接受认证专业按照《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对办学状况、办学质

量进行自我检查的过程。 

自评工作要求专业根据认证标准要求，从专业办学特点出发，通过举证方

式，详细说明专业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达成所开展的具有自身特色的

教育教学实践及取得的成效(包括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各教学环节的安

排与保障、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和运行等)。专业在自评基础上撰写形成的

自评报告，是工程教育认证的第一手资料，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做出是否通过审

查的结论、开展现场考查工作以及审议和做出认证结论，均以自评报告作为重

要依据。尤其是现场考查，其主要目的是核实自评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并

了解自评报告中未能反映的有关情况。自评工作是否到位、自评报告的质量高

低，直接影响到认证各工作环节的进展及认证结论的可靠性，因此，自评是做

好工程教育认证的基础。 

4．专业应如何规范地撰写自评报告? 

答：自报告是开展认证现场考查和结论审议的主要依据，自评报告撰写规

范是工程教育认证对接受认证专业的基本要求。专业撰写自评报告必须紧扣《工



程教育认证标准》，参考《工程教育认证自评报告撰写指导书》要求，逐项进

行自我检查，自我举证，客观描述。“标志性成果”等与认证标准无关的内容

不应包括在内。 

自评报告撰写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客观描述各项认证指标是

否达成的直接证据和数据；第二部分是附件材料，包括支持数据与详细材料。 

5．为什么工程教育认证要求接受认证专业的“说”“做”“证”必须一

致? 

答：工程教育认证是一种合格性评价，鼓励专业在满足行业提出的工科毕

业生基本要求基础上发展多样性。所谓“说”，即“自己是怎么说的”，接受

认证专业要明确自己的办学定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等；“做”即“自己是

怎么做的”，指接受认证专业以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为导向所实施的教学活动，

以及对学生整个学习过程进行全程跟踪与进程式评估的措施与做法；“证”即

“证明自己所说和所做的”，接受认证专业要为证明自身达到标准要求逐项提

供相关证明材料。工程教育认证就是通过接受认证专业的“说”，“做”“证”

三个环节，来判断其是否达到学生能力培养的基本质量要求，得出认证结论。

因此，工程教育认证要求接受认证专业的“说”“做”“证”必须一致。 

6．担任工程教育认证专家的基本条件和程序有哪些? 

答：工程教育认证专家是认证协会各专业类认证委员会为开展现场考查工

作而聘用的专门人员，包括本专业领域的教育界学术专家和相关行业技术专家。

工程教育认证专家须经过严格的遴选和培训，才能持证上岗。 

(1)遴选条件和程序。首先，教育界专家和相关行业技术专家须满足《工程

教育认证专家管理办法》提出的遴选条件；其次，相关专业的教育部高等学校



教学指导委员会、相关高校、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组织、企业等向认证协

会推荐符合遴选条件要求的专家名单；第三，认证协会秘书处委托专业类认证

委员会进行遴选，确定候选资格，并推荐参加认证协会秘书处组织的专家资格

培训；第四，专家经培训合格，由认证协会学术委员会审核认定资格进入专家

库。 

(2)认证专家培训。认证协会秘书处根据认证工作的需要，对专家进行资格

培训，内容主要包括理论培训、现场考查实习。专家获取资格后，应定期接受

再培训。 

(3)认证专家资格保持。工程教育认证专家应严格遵守认证工作有关纪律，

自觉参加认证培训，公正、客观地开展认证工作。对不能履行职责的专家，认

证协会将取消专家资格。 

7．现场考查专家组如何构成? 

答：现场考查专家组是由专业类认证委员会从专家库中选派的临时性工作

小组，由 3—5 名专家和 1名秘书(可由专家兼任)组成，其成员由专业类认证委

员会提名，报认证协会秘书处确认并通知接受认证专业所在学校。现场考查专

家组包括教育界学术专家和企业界工程技术专家，其中企业界工程技术专家至

少有 1 人(专家组由 5 人组成时应有 2 人)；专家组人员构成与专业背景符合当

次认证工作的要求；根据工作需要可邀请境外认证专家参与现场考查工作。现

场考查专家组组长由当届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委员担任。 

8．现场考查专家组的工作流程和主要考查方式是什么? 

答：现场考查专家组的工作流程主要分三个阶段： 



(1)进校前，审阅自评报告，填写自评报告专家个人分析意见表，拟定考查

重点和考查日程。 

(2)进校期间，开展现场考查活动，了解和掌握专业的情况，依据标准做出

判断和评价，完成“现场考查专家工作手册”，讨论形成专家组现场考查结论，

初步讨论现场考查报告。 

(3)现场考查结束后 15天之内，专家组形成并提交现场考查报告。 

现场考查专家组主要采取的考查形式包括：会晤被认证专业所在学校有关

职能部门负责人；会晤被认证专业及所在学院(系)负责人，特别是专业的负责

人；会晤教师；会晤学生；审阅学生学习成果；会晤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代表；

查证相关支撑材料；考查教学条件及教学管理等。 

9．工程教育认证结论是如何形成的? 

答：工程教育认证结论包括三种：通过认证，有效期 6 年；通过认证，有

效期 3 年；不通过认证。认证结论的形成要求严格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1)现场考查专家组的每位专家结合自评报告的审阅情况、各环节考查核实

情况以及与本组专家的沟通交流情况，对单项指标结论逐一做出判断，专家组

根据汇总的单项指标结论，初步讨论确定各项指标的现场考查结论。 

(2)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审核被认证专业的自评报告、现场考查专家组提交的

现场考查报告和学校的反馈意见，并做出认证结论建议。 

(3)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将认证结论建议提交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进行审议，

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审议后报理事会批准，理事会批准后由认证协会公布。  

 

 



10．工程教育认证是如何促进专业持续改进的? 

答：持续改进是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理念，贯穿于认证工作的各个环节。

工程教育认证从认证标准到认证程序都要求专业做好持续改进工作，并形成机

制。 

(1)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第 4条“持续改进”中明确提出了三项要求。首

先，专业应建立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制。各主要教学环节有明确的质量要求，

通过课程教学和评价方法促进达成培养目标；定期进行课程体系设置和教学质

量评价。其次，专业应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以及有高等教育系统以外有关

各方参与的社会评价机制，对培养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定期评价。第三，专业

应能证明评价的结果被用于专业的持续改进。 

(2)认证工作程序设有“认证状态的保持与改进”阶段，明确要求已通过认

证的专业应认真研究认证报告中指出的问题和不足，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

改进。具体包括三种情况： 

首先，对于认证结论为“通过认证，有效期 3 年”的，专业应每年向相应

的专业类认证委员会以及秘书处提交改进报告，汇报改进情况和专业进展情况；

对于认证结论为“通过认证，有效期 6 年”的，专业应每两年向相应的专业类

认证委员会以及秘书处提交改进报告，汇报改进情况和专业进展情况。如未按

时提交改进报告，秘书处将通知其限期提交；逾期仍未提交者，将终止其认证

有效期。 

其次，已通过认证专业在有效期内如果对课程体系做出重大调整，或师资、

办学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应立即向秘书处申请对调整或变化的部分进行重新

认证。重新认证通过者，可继续保持原认证结论至有效期届满；否则，终止原



认证的有效期。重新认证工作参照原认证程序进行，但可以视具体情况适当简

化。 

第三，认证协会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机抽取部分专业在认证有效期内开展

回访工作，检查专业认证状态保持及持续改进情况。回访工作参照原认证程序

进行，但可以视具体情况适当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