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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水利教字[2019] 31 号文件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办法（暂行）

各系：

依据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要求,为提高我院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经

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将各专业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作为学院教学

常规工作的一部分。特制订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包含学院全部五个专业，农业水利工程专业、水利水电工程专业、

水文与水资源专业、土木工程专业、工程管理专业。

二、调研主体

通过对应、往届毕业生、专业教师、行业或企业等利益相关群体的

调研，构建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长效机制，以保证毕业要求、培养目标

的达成。

三、评价机构

评价的责任机构是水利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原则上由教学院长、

各系主任（专业负责人）、督导及专业骨干教师组成。



2

四、评价周期

根据行业的发展状况，原则上，专业每 2年修订一次培养方案，主

要是通过对外部反馈信息的整理、分析等，进一步调整专业培养目标，

修订毕业要求，通过优化课程体系，重新构建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支

撑矩阵，最终实现持续改进的目的。

五、评价方法

通过调查问卷、座谈、涵评、听课记录及学生课堂表现、测试等多

种调研方式，对课程体系合理性进行了评价。具体见附表 1。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发送：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全体党政领导；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全体教师。



3

附表1：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机制

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机制

评价主体 评价内容 评价周期 评价方法 评价负责人

在校学生

（1）对现行课程体系的了解程度；

（2）能否明确了解各课程的教学目

标；

（3）课程各教学环节是否有利于理

论知识的掌握；

（4）课程能否达成培养解决工程实

践问题能力的目标。

每学年

（1）调查问卷；

（2）座谈；

（3）评教系统。

教学指导委

员会、

系主任、

授课教师

往届学生

（1）课程体系的设置能否符合现阶

段工程技术的要求；

（2）课程内容是否涵盖现行工程技

术；

（3）课程体系的设置能否达成培养

工程实践人才的目标；

（4）需要增加、修订课程内容。

每学年
（1）调查问卷；

（2）校友会。

教学指导委

员会

辅导员、

授课教师

专业教师

（1）课程体系设置是否合理；

（2）先导课程能否与后续课程有效

衔接；

（3）课程体系能否培养学生解决工

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每学年

（1）学校、学院听课

记录；

（2）学生课堂表现；

（3）学生实测成绩。

教学指导委

员会

学院教务科、督

导、

授课教师

行业或企

业等利益

相关群体

（1）课程体系能否满足行业或企业

的需求；

（2）课程体系是否存在陈旧课程，

是否需要更新或增加相关课程；（3）

现有课程体系能否培养出企业需求

的学生；

（4）课程体系其它需要改进的地方。

每学年

（1）调查问卷；

（2）座谈；

（3）涵评；

（3）校企合作平台。

教学指导委

员会、

学院、

系主任、

授课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