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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专业认证的重要性
v专业认证已在国际上行之多年，是得到广泛采纳的保证和提高
高等学校专业教育质量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v在国外，认证关系到专业的生存和发展，只有经过可靠认证机
构认证的专业才能被行业和社会承认，学生才会得到用人单位的
认可，否则将附加很多要求和条件。
v对学生而言，如果专业没有通过适当认证，在获取资助、奖学
金、学分或学位互认等方面均会遇到困难。
v由美国、英国等6国发起的《华盛顿协议（Washington 
Accord）》是目前世界范围知名度最高的工程教育国际认证协议，
经过谈判，我国亦于2016年正式加入。



 2.  我国本科专业认证的启动

v近年来，教育部采取了多项重大举措，促进不同专业
认证协调有序发展。现在，专业认证已然成为高等教育
质量监测、评估、信息公开等“四大体系”中不可或缺
的一环。
v本科专业认证是2018年教育部工作的一大重点。



 2.我国本科专业认证的启动
v2018年6月底，“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启动了与山东

大学合作开展人文和社科类专业认证标准研制等工作。山东大

学由此成为承担国家专业认证标准和机制建设的4所支柱性高

校之一。

v另外3所支柱性高校是中山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华南师范大

学。受教育部评估中心委托，中山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分别承

担理科类和农林类本科专业认证标准、认证体系和认证平台建

设等工作，华南师范大学承担建设和运行师范类认证平台工作。



 3.人文社科三级专业认证的思路

v兜住底线（基本的本科办学条件，基本的管理水平，基本
的质量保障体系）、保证合格、追求卓越；
v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为基础；
v体现人文社科学科的特点；
v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v其中定量指标部分通过分析“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

相关数据进行判定，定性指标部分由专家基于专业提供的材料

进行网上审核打分。



 一级 二级 三级

认证对象 强制认证，凡是有3
届以上毕业生的专业
必须接受该认证。

主要针对具有一定特色和
水平的本科专业

学科基础好，师资力量强，
人才培养效果突出的专业
开展，着眼于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的引导和认定

认证依据 国标 国标 国标、六卓越一拔尖2.0

指标设置 3个维度，16个指标
师资队伍、办学条件、
课程与教学

定量指标：增加了学生发
展，成了4个维度，30个
核心指标；
定性指标：7个一级指标，
32个二级指标

定量指标：在“二级”的
基础上增加了部分能够体
现办学实力和水平的指标，
共4个维度38个核心指标；
定性指标：包含7个一级指
标和34个二级指标。

指标差异 定量指标是在一级认证定
量指标的基础上，增加部
分能够体现专业办学水平
的关键指标项并提高一级
认证指标项的阈值构成

部分为通过一级和二级认
证要求的基础性指标仅提
高相关阈值，还增加了一
些体现新专业办学水平和
人才培养能力的特色指标



 4. 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思路
v 完善人才培养定位与目标体系。专业人才培养定位要与社会发展需

求相适应，具有国际视野，突出专业的办学特色和优势，形成能够
支撑人才培养要求的目标体系。

v 构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创新教育相融通的课程体系。以通识教
育促进学生的“跨文化理解、跨学科融通、跨越式发展”；以专业
教育提高学生的“领导力、创造力、竞争力”；以创新创业教育统
筹创新引领和实践育人，强化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
能力培养。

v 课程体系要能支撑在知识、素质、能力三方面对学生培养的要求。
应建立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知识、能力、素质）的对应关系矩阵。
明确各课程和各教学环节在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形成中的任务和
目标，确保课程体系支撑培养目标。



 5.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内容
v培养目标：培养国际视野、家国情怀的一流人才，打造中国
学派
v毕业要求：强调了创新创业能力、实际应用能力、信息技术
能力
v教学建设：开发跨学科、跨专业新兴交叉课程、实践教学课
程；提高实践教学比例；将社会资源及时转化为优质教育教学
资源；加强课程信息化建设，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推进智慧教室建设，推进小班授课和互动教学。



 5.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内容

课程调整：
v保证专业课学时；
v增加实验课学时；
v提高通识课学时比例；
v增加省部级以上课程立项。



 5.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内容

培养模式：
v建设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协同育人机制，与实务部门、科研院
所、相关行业和海外高校开展广泛合作，实现合作办学、合作培
养、合作就业，实现人员互聘、资源共享，促进学生了解国情社
情民情，增强职业认同，提高职业素养。
v推进学分制改革，实施主辅修制度。
v拓宽与国际高水平大学和国际组织的合作，推进学生到国际组
织任职实践，培养能够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国际化社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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