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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理念的工作思路
1.1 改进专业教学管理体系，建立相应制度。以培养学生

能力为目标设置教学环节，改进现有的专业教学管理体系，建
立相应的制度和标准，引导教师按照标准开展教学。考虑教学
各环节的实际情况，保证建立的管理体系有利于专业教学质量的
改善和提高。这些管理体系建设要建立能够考核、评估、量化
的指标，可以与职称晋升、岗位聘任等结合起来。

1.2 完善专业教学体系，建立相应制度。在课程体系设置
上，依据工程认证理念修订教学大纲，细化每门课程的教学要
求，并对应毕业要求指标点，明确每门课程的教学目标，在教
学环节中采取相应措施，以达成课程规定的毕业能力。

1.3 提出课程教学持续改进机制，指导课程教学全过程。
除了内部教学过程质量监控，还要引入外部质量监控机制，通
过毕业生反馈和社会评价，改进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
并将这种持续改进机制用于教学全过程，使专业教育紧跟社会需
求变化，来培养优秀的工程教育人才。

1.4 建立工作小组确保计划的实施和目标实现。设立专门
的工作小组是贯彻工程教育理念的关键因素，这能够保证各项工
作的有效推进。可以组建三个不同层次的工作小组，即院级认
证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实施小组以及监督小组。定期组织工作
小组成员和全体教师参加培训，加强大家对工程认证理念的深刻
理解，进一步明确专业认证和工程教育的建设思路。建立课程组，
总结以往教学的问题和经验，修订教学大纲，设计课程教学，监
督小组再依据课程组意见，提出明确的改进措施和实施方法，督
促教学环节的改进提高 [1]。

2  地方建筑院校教学改革的保障
2.1 学校和学院领导支持，转变教学理念。一些地方高校

为了学校发展和排名，过于重视科研，忽视本科教育。工程教育
认证工作的重点是地方高校领导应转变办学思想，坚持“以本为
本”，把本科教育放在学校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核心。在工程教
育认证过程中，高校领导要真抓实干。将工程教育认证工作深入
到工作的每个环节，将它持续规范化，而不是突击完成申报成果。
工程教育认证中对毕业生的素质和能力培养进行要求，要实现这
些都需要高校领导真抓实干、切实投入才能完成[2]。

2.2 加大师资队伍建设。在工程教育认证中，师资队伍建设
是考核条件之一。由于地方高校所处城市地理位置和教学条件不
如重点高校，难以留住人才，导致地方高校的师生比不达标。一
些老师缺乏工程实践经验，要鼓励现有老师到企业参加实际项目
研发，锻炼老师工程实践能力，把企业最新成果引入到课堂教学，
吸引有较为丰富工程开发经验的工程师到高校当兼职老师，努力
建设高水平的工程教育师资队伍。

2.3 资金支持。风景园林专业教学需要完备的多媒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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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室、实验室等软硬件设施，地方高校不充足的资金，限制
了教学效果，使学生视野无法开阔，因此，还需要适当增加教
学经费的投入，保证学生获得良好的学习条件和学习环境。

3  地方建筑院校教学改革对策
3.1 构建多层次、有特色的教学平台。学校和企业建立合

作关系，打破教育和产业的体制障碍，形成发展共同体，建立
创新创业基地，为学校师生创新创业成果转化提供装备、服务
和条件。选派教师进企业，参与技术研发，协助企业发展。

3.2 以科技竞赛为契机，强化学生科学素养。积极鼓励学
生参加国家级、省级的大学生课外竞赛、社会实践活动，通过
这些活动，助力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和科学素养的提高。

3.3 优化课程设置，保留特色课程。根据地方建筑院校专业
培养目标，按照建筑体系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有机结合人才培养原
则，对风景园林专业课程体系进行调整，提高学生综合运用建筑安
全、法规、经济管理知识的意识和能力，以及掌握专业外语的能力。

3.4 采用灵活授课方式，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3.4.1 邀请国外学者专家讲学。聘请国外多名行业内的专

家学者进课堂为学生讲授专业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扩大学生的国际化视野。

3.4.2 聘请校外专家讲学。把校外专家和企业专家请进课
堂，传授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为学生的发展提供平台，把
专家请进课堂，拓展学生的行业视野、了解企业需求，为学生提
供丰富的实践经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4.3 加强校企合作。邀请企业专家参与指导培养方案修订、
课程调整，聘请行业或企业专家参与毕业设计的指导工作，建立
实践基地，使学生的专业理论和企业实践结合，促进产学研的
融合，来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4  结语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对学生毕业时具有的能力，进行了明确规

定，有利于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科创新素养的提高，但同时也
会使得各个高校相同专业特色趋同，人才模式同质化。在专业认
证推进的过程中，地方高校应结合自身的办学理念和特色，构建
自身特色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平台，才能在如今高校快速发展
和严要求教学质量的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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