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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持续改进是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核心理念之一,基于这一理念对本校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高技术纺织复合

材料方向进行的改革,不仅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同时还可不断地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环节,实

现其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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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国际工程教育质量的有力保

障,实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可有效实现我国工程教育

质量的稳定提升,为新工科建设打下基础[1]。2013年

我国成为《华盛顿协议》的预备成员,2016年我国正式

成为《华盛顿协议》的会员,这标志着我国工程教育进

入新的历史阶段[2-3]。
持续改进(Continuous-QualityImprovement)、以

学生 为 中 心(Students-Centered)及 结 果 导 向 教 育

(Outcome-BasedEducation)是工程教育认证的三大

核心理念,其中持续改进是整个工程教育认证体系中

举足轻重的一环,是以评促建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能力

的动力源泉。高技术纺织复合材料方向是本校纺织科

学与工程学院纺织工程专业的六大方向之一,在纺织

工程专业整个教学及学生培养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
在我校纺织工程专业进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大背景

下,高技术纺织复合材料方向所属纺织复合材料教研

室依据持续改进理念,建立了高技术纺织复合材料方

向课程改进机制和课程达成度评价体系,以满足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对新时期纺织复合材料类课程的新要

求。

1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中持续改进的要求

依据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专业持续改进应符合以

下三点要求,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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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学环节、过程监控

和质量评价促进毕业要求的达成;定期进行课程体系

设置和教学质量的评价。②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

及有高等教育系统以外有关各方参与的社会评价机

制,对培养目标是否达成进行定期评价。③能证明评

价的结果被用于专业的持续改进。

2 高技术纺织复合材料方向的持续改进机制

2.1 针对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制

在学校、学院及专业相关制度基础上,本专业方向

依据自身特色,在课程目标达成、学生对课程和学习状

况的反馈等方面归纳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并采取

切实可行的措施以保证教学质量。

2.1.1 教研室教学检查制度

除学院实行的教学检查制度外,本方向依据实际

情况对教研室教师的业务学习情况、授课计划执行情

况、实验课表执行情况、各类实践计划及执行情况、毕
业设计计划安排、教师辅导情况、教师教学计划完成情

况及教学档案归档情况进行定期检查。通过严格的检

查制度来发现本方向教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

进意见,保障教学工作顺利进行。

2.1.2 教学档案年度检查制度

检查内容主要是教研室上学年度试卷、课程设计、
实践报告、毕业设计(论文)等教学档案,以及上次教学

档案检查中所存在问题的整改情况。

2.1.3 评价制度

定期安排学生针对所学课程填写《西安工程大学

课堂教学质量评估表(学生用)》,反馈课程学习效果,
提出修改意见,促进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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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室教师之间互相听课并进行互相评价,作为教学

年度考核重要依据之一。

2.2 针对毕业生的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

在应届毕业生方面,通过座谈、访谈等多种方式全

方位地调研学生对于本方向学业的满意度和意见建

议。每学期召开本方向毕业生座谈会,充分听取毕业

生在专业课程体系、课程教学、课程安排、实践教学、教
师水平、资源服务水平等方面对本方向的意见与建议。

对往届毕业生的跟踪调查,主要采用基于现代通

讯工具(电子邮件、微信群、QQ群)的形式,借助学校、
学院力量采用问卷调查等形式开展本方向往届毕业生

的跟踪调查工作。征求往届毕业生在企业需求人才特

点、专业发展新要求、课程教学新需求、教师教学、实践

能力与创新意识等方面对本方向的意见与建议,以便

及时发现问题,进一步完善高技术纺织复合材料方向

的教学工作,改善课程设置与内容,进而达到人才培养

目标。
利用学校招聘会、校友返校聚会、教师出差、开展

合作项目等机会,倾听校友的意见和建议,了解工作所

需知识与所学课程的衔接情况、课程设置对职业规划

的影响、课程教学内容合理性和工程实践性等。
不定期邀请高技术纺织复合材料方向毕业生代表

回校座谈。座谈会主要采用互动交流的形式,注重就

某些共性问题进行讨论,目的是获得有益于改进的反

馈意见;同时不定期邀请校友代表返校,为本方向学生

做职业发展、成长成才报告。
学院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有意识、

有计划地进行毕业生反馈信息的搜集、分析和处理工

作,依此建立用人单位社会评价机制。通过该机制定

期调查汇总毕业生流向单位对高技术纺织复合材料方

向毕业生的满意度及专业能力需求,据此调整课程讲

授、生产实践等环节,确保毕业生的综合能力符合用人

单位的具体要求,促进毕业生的能力提升,最终实现毕

业生及用人单位互惠互利的双赢局面。
用人单位社会评价机制针对本方向的反馈信息,

主要集中在学科前沿的主流技术、实验教学、实践动手

能力和专业特色等方面。根据反馈的意见和建议,本
方向对相应的部分进行了调整与改进。

(1)在学科前沿的主流技术方面 要求授课教师

在课堂介绍本课程涉及到的技术领域前沿;邀请知名

教授、企业家、知名校友开设讲座。通过以上措施使学

生对高技术纺织复合材料领域的最新学术进展、最新

工程进展、最新人才能力需求、最新业界状况等信息有

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从而开阔了视野,提升了学习动

力。
(2)在实验教学方面 本着实现实验教学与理论

教学有机结合,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体现实验教学注重

能力、个性及创新意识培养的基本原则,开放实验室;
学生根据自身兴趣自主形成实验小组,拟定实验方案,
预约进入实验室做实验,提高了实验室利用率。通过

以上措施学生针对高技术纺织复合材料的动手能力和

创新能力得到了提高。
(3)在实践动手能力方面 高技术纺织复合材料

方向在学院的总体领导下,成立了大学生课外科技创

新团队指导小组,组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每个团队

由1至2名指导教师和5名以上学生组成;同时在学

院的组织下,本方向鼓励学生参加各种专业类学科竞

赛,如“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希望

杯”大学生创业大赛、“红绿蓝杯”中国高校纺织品设计

大赛、全国大学生外贸跟单(纺织)职业能力大赛、全国

大学生纱线设计大赛等。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动手

机会,鼓励学生参加全国、省、校级各类学科竞赛,培养

其创新思维、团队合作精神和协作意识;加强实践锻

炼,为学生提供更多到企业实践锻炼的机会。通过以

上措施高技术纺织复合材料方向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有了较为显著的提高。
(4)在专业特色方面 根据“学科基础厚实,纺织

体系完整,突出工程实践,服务行业一线,教学科研并

重,产业协同发展”的总体思路,本方向构建了基于通

识教育模式下的“注重基础、拓宽口径、增强能力、提高

素质”的专业教育培养理念,将“厚德求实、坚毅自强、
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的办学精神贯穿始终,培养具有

创新精神和“做人诚实、做事踏实、学风朴实、学业扎

实”的高素质应用型技术人才。通过一系列措施,高技

术纺织复合材料方向的专业特色更加凸显,所培养学

生更符合相关企业对毕业生的具体能力要求,同时更

加切合纺织产业及纺织复合材料领域的发展趋势。
总体上,高技术纺织复合材料方向课程的改进机

制可归纳为以下五点:①树立目标,以高技术纺织复合

材料方向课程的学生为中心,改进效果通过学生的课

堂、作业、实验、大作业、论文、考试等综合表现来体现。

②建立制度,以纺织复合材料教研室为单位,建立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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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部教学管理制度,保证教研室所承担课程的持续

改进。③采取措施,实现教研室内部的常态化评价制

度,包括自我(教师本人与教研室)评价、学生(应届和

往届)评价和社会(用人单位)评价。④划定责任,对本

教研室内的每位教师划归责任范围,明确教师所承担

的培养责任,并要求教师在课程设计、教学实施及考核

评价全过程中充分履行职责,提高教师的责任意识及

改进动力。⑤利用结果,基于持续改进理念,以评价结

果为依据,对本方向的各个教学环节进行改进优化。

3 课程达成度评价体系

持续改进的前提是评价,没有评价改进就无从谈

起。因此高技术纺织复合材料方向以纺织工程专业课

程达成度评价体系为根本,以课程考核材料包括期末

考试、平时测验、大作业、实验报告等作为评价依据,对
本方向具体课程的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进行常态化评

价,依据评价结果形成针对每门课程的达成度评价表。
具体过程如下:

(1)确定指标点及支撑强度 本学院专业建设指

导委员会对本专业每项毕业要求进行分解,确定高技

术纺织复合材料方向每门课程所支撑的指标点,并对

支撑强度赋值。
(2)计算课程达成度评价值 依据对学生的考核

结果进行课程对该条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度评价。
针对高技术纺织复合材料方向具体课程,一次抽取一

个教学班的考核结果作为评价样本。该课程对某条毕

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的评价值计算方法为:如某门课

程A对该指标点达成度的权重为a,其中支持该指标

点的考核总分为Z 分,样本学生相关考核平均得分为

x。那么,A课程对该指标点达成度的评价值P 可表示

为

P=
x
Z ×a (1)

  A课程对该指标点的达成度为

达成度=
P
a

(2)

4 结语

通过建立高技术纺织复合材料方向课程改进机

制,明确课程达成度评价体系,可对本方向的课程设

置、学生培养模式等进行持续改进,有利于学生综合能

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同时上述制度的实施可

不断优化本方向课程体系和具体教学环节,促使教师

依据行业发展和科技革新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从而实

现西安工程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高技术纺织复合

材料方向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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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Continuousqualityimprovementwasoneofthecoreconceptsofengineeringeducationcertification.Basedonthiscon-

cept,thereformationofthehigh-techtextilecompositedirectionwasnotonlyconducivetotheimprovementofcomprehensiveandin-

novativeabilityforstudents,butalsocouldconstantlyoptimizethecoursesystemandteachinglink.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

high-techtextilecompositematerialsdirectioncouldbeachieved.

Keywords:engineeringeducationcertification;continuousqualityimprovement;high-techtextile;compositematerials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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