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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项依据

含项目意义、研究综述和现状分析等1（建议 3000 字左右）

1.项目背景

随着《职教20条》、《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育方案制订

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实施中国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

计划的意见》等一系列职业教育相关文件的相继颁布和部署，对高等职

业教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为加快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提

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看

来，中国高职教育发展国际化需要有一套专业认证体系。通过教育领

域外部的、第三方民间组织开展的、着眼于专业建设质量保障层面的“专

业认证”活动，可以实现标准国际化、组织国际化、活动国际化、结果

国际化。

在高校专业国际认证中，工程教育、商科教育、医学教育等领域的实

践较多、标准成熟、程序规范。其中:《华盛顿协议》、《悉尼协议》是

针对各类工程技术教育的学历互认。2016年 6月我国成为《华盛顿协议》

的正式成员，截至2013年有137所高校的443个本科专业通过专业认证。

2018年吉林大学机械工程等547个专业将进行工程教育认证，本科工程

教育认证体系日益完善。《悉尼协议》于2001年首次缔约，目前成员有

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新西兰、南非、英国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等8个国家和地区，是学历层次上的权威协议，主要针对国际上工程技术人

1表格不够，可自行拓展加页；但不得附其他无关材料。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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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学历(一般为3年)资格互认，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即在这一层次，规模

虽然较大，但因为没有加入《悉尼协议》还没有成立专门的认证机

构，广东高职院校目前开展这方面工作的学校相对较少。

北京中软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双高建设及专业认

证提供咨询与服务的公司，先后与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等全国多所高校

开展了双高建设及专业认证合作。本项目拟联合OBE模式专业建设专家、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计算机工程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院长曾文权

教授和北京中软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张文高级工程师为

课题中OBE相关理论和认证进行指导，通过OBE以成果导向教育改革入手

开展专业(群)认证研究，引领专业(群)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如

能立项并取得研究成果，将为我省高等职业院校工程教育认证提供可

以借鉴的路径、制度，为早日实现专业(群)认证铺平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现实意义。

(1)成果导向教育

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Education，简称 OBE)是由斯派蒂

(Spady)于 1981年率先提出，在欧美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经过了几十年

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成果重点不在于学生课

业分数，而是指学习者在学习历程结束后用其知道的和学到的东

西确实能做到什么，也就是他们已学内容的真实应用，学生真正

拥有的能力。基本原理是所有学习者均成功(successforall)。区别

于传统教育的知识结构、教师传授模式，OBE 强调学生的预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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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确定、达成方式以及达成度的评价。

(2)基于成果导向的教学模式

基于成果导向的教学模式是一种通过教学活动的开展来支撑学

习结 果的方法或者途径。主要有三大构成：预期学习结果

(IntendedLearningOutcomes ， 简 称 ILOs) 、 教 学 活 动

(TeachingActivities)和结果评估(Outcome-basedAssessment)。ILOs

用来描述学生在规定的课程结束时预期达到的成果；教学活动环节的关

键点在于教师想要学生学到什么，而不是教师怎么教，或者教什么；在评

估环节，使用多种真实性的评估任务来进行评价，并且鼓励学生进行自我

反思以培养探究与创新等能力。

(3)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国际通行的工程教育质量保障制度，也是实现

工程教育国际互认和工程师资格国际互认的重要基础。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的核心就是要确认工科专业毕业生达到行业认可的既定质量标准

要求，是一种以培养目标和毕业出口要求为导向的合格性评价。由专门

职业或行业协会(联合会)、专业学会会同该领域的教育专家和相关行业

企业专家一起进行。

3.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专业认证源于美国，是高等教育评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悉尼

协 议 》 工 程 教 育 专 业 认 证 遵 循 三 个 核 心 理 念 ： 成 果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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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comes-BasedEducation，简称 OBE)、以学生为中心、持续改进。

成果导向教育强调如下 4 个问题：我们想让学生取得的学习成果是什

么?为什么要让学生取得这样的学习成果?如何有效地帮助学生取得

这些学习成果?如何知道学生已经取得了这些学习成果?

2000 年，美国工程与技术教育认证委员会率先启用“成果导向”

认证规范(EngineerCriteria2000)。2004-2005 年，美国、英国、澳大

利亚、加拿大等共同建立《华盛顿协议：毕业生核心能力》，意味着成果

导向成为美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教育改革的主流理念

图1OBE架构

我国成果导向教育改革始于台湾地区，成果导向教育改革以南华大

学、逢甲大学和中原大学最为成熟。台湾的职业教育专业认证方面也走

在前列。台湾承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机构是成立于2003年6月的“台湾工

程教育学会”(InstituteofEngineeringEducationTaiwan，简称

IEET，台湾称之为“中华工程教育学会”)。IEET自成立以来，建立了

包含志愿者、公平客观人士、学界与业界领域、资深专家以及关心教育

者的认证委员会，采用复合国际标准、透明的认证规范和方法，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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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套具有特色、符合时代潮流与社会需求的认证体系。IEET 的认证

机制具有学生学习成果导向、鼓励专业彰显特色以及反应业界对人才需

求的特色。认证标准主要包括：教育目标、学生、教育成效及其评量、

课程组成、教师、设备及空间、行政支援经费、院系认证规范和持续改

善成效共九条。IEET 自 2012 年成为《悉尼协议》准会员，2014 年晋

升为正式会员。IEET自2016年开始在大陆与职业院校开展专业认证工作。

黑龙江职业学院也在2015年开始成果导向教育的探索，还未形成系统的

模式与可借鉴的经验。

4.项目意义与价值

(1)通过课题研究，建立基于我校“软件技术”专业群以学生为

中心的成果导向课程教学体系。以我校“软件技术”专业群为试点，学习

领会工程教育认证的成果导向教育理念，转变教学观念，改变“教师”为

中心的教学理念为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学生核心能力的培养去设计教

学目标和教学方法，在教育体系的各个阶段都充分考虑学生的基本需求，

以培养高级技能型人才作为根本目标，在教学过程中全面贯彻学生观、

教学观和质量观。

(2)以专业认证标准引领专业群建设，彰显专业群特色，扩大

专业影响力和美誉度。依据专业认证标准，寻找本校计算机类专业与

国际化标准水平之间存在的差距，结合学校专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探索

专业建设新路径，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转变，推动专业特色建设、

内涵建设，让人才培养质量得到国际公认，扩大专业影响力和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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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专业认证制度研究，建立我校计算机类专业的教学质量标

准与改进规范，进而为其他院校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专业认证的核心

是要实现专业持续不断的改善，对照专业认证标准，建立我校计算机

类专业质量标准，以标准来检验教育教学的效果，寻找需要改进的地

方，进而通过持续的修正过程，真正推动专业持续的内部质量改进及

外部质量改进。

三、项目方案

1.目标和拟解决的问题（建议 500 字左右）

(1)以本校“软件技术”专业群为试点，贯彻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建

立基于成果导向的目标链、能力指标及质量标准，能力指标具体可测，

质量标准国际化；解决预期学习产出定义模糊的问题；

(2)开展“双师型”教师到企业实践，推出云设计平台，鼓励教师、

学生利用好这些平台资源开展学习；解决教师工程实践能力较弱，实验

室等资源缺乏问题。

(3)建立课内与课外结合、正式课程与非正式课程并构的课程体

系；建立素质通识教育与专业能力培养协调关系，使学生全面发展；解

决知识单元之间的联系被弱化，课程计划学习没有连续性的问题。

(4)在成果导向教育改革基础上，对照《悉尼协议》，探索高等职业

教育工程教育认证的路径、方法；解决教学评价方式单一的问题。



11

2.研究与实践内容（建议 1000 字）

(1)总体思路

以当前国际流行的高等职业院校工程教育认证协议《悉尼协议》

为出发点，参照中华工程教育学会的认证标准和流程，分析当前高等

职业院校工程教育认证的现状、教育模式，提出以《悉尼协议》的核

心理念--成果导向教育为切入点，在我校试点专业开展成果导向教育

模式的改革，落实专业认证中“以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教育、持续

改进”三大核心理念，对标专业认证七条标准，引领我校相关专业建

设，为我校工程教育认证探索路径、方法，为兄弟学校专业提供可借

鉴的模式。

(2)研究与实践内容

对照《悉尼协议》专业认证中“培养目标、学生发展、毕业要求、

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支持条件、持续改进”七条标准，主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来研究：

1)制定学校、院系及试点专业的三级人才培养目标；

2)建立试点专业的学生指导与咨询、毕业生培养质量跟踪机制；

3)确定试点专业知识、技能、素质指标体系，并衡量其达成情况；

4)制定试点专业课程地图(完善素质通识课程，引入非正式课程)

课程教学目标；制定成果导向教育改革方案并实施；引入课程多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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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成果导向教学设计流程

5)分析专业教师数量结构、水平、学生指导与产业背景经验，提出

教师队伍优化机制；

6)分析专业实训室、图书资源及经费对专业的支持度，提出改进方

向；

7)建立专业监测工具、反馈渠道、改进机制、证据链条，确保专业

能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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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基于 OBE 成果导向“新模式”的主要内涵

(3)技术路线

本课题按照下列技术路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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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技术路线图

3.研究方法（建议 500 字左右）

(1)文献研究法。在课题研究准备阶段，搜集专业认证、成果导向

教育、成果导向教育模式的相关文献，通过文献资料的积累、总结，以

先进的理念指导实践。

(2)调查研究法。调查兄弟学校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教学模式的

现状；针对当前教学模式，设计制定面向相关专业师生的问卷，查找不

足；在实证研究阶段，针对成果导向教育模式进行改革后的课程教学效

果开展调查，完善专业、课程诊断机制，建立持续改进循环。

(3)行动研究法。将成果导向教育应用于专业教育教学改革，运用

成果导向教育理论和专业认证标准来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构建课程体

系，建立课程诊断与改进机制，在教育教学改革的行动中不断研究、探

索，改进教学管理模式和方法，解决教育实际问题，将改革行动与研

究工作相结合，与教育实践的具体改革行动紧密相连。

4.实施计划（建议 100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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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备阶段(2023年9月-2023年12月)：成立课题组，落实人员分

工；制定课题研究计划、方案，确定研究目标、内容、措施、方法等。

(2)开题研究阶段(2024年1月-2024年3月)：组织《悉尼协议》、成

果导向教育理论的学习活动，派有关人员参加相关培训；制定成果导向

教育改革工作方案，成立专项工作团队；根据分工对各自负责部分内容

进行梳理，列出提纲；撰写开题报告。

(3)研究与实践阶段(2024年4月-2024年9月)：建立目标链、课程

体系；制定课程大纲，进行单元设计；在试点专业按照成果导向教育模

式进行教学改革；进行专业、课程的诊断与改进；发表相关研究论文。

(4)成果推广阶段(2024年10月-2025年6月)：组织项目的成果推广

至本校和广东省其他高职院校计算机类其他相关专业，并不断总结和完

善。

5)课题总结与评审阶段(2025年7月-2025年9月)：收集整理研究资

料和阶段性成果，撰写总结报告，做好结题工作。

5.经费筹措方案（建议 500 字左右）

（1）多方筹措课题建设经费。学校配套经费是本项目研究经费的

主要来源。根据学校《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教研科研配套及奖励办法》

（华立职院科〔2019〕20 号）等文件，该项目立项后将直接获得总共 2

万元的课题建设总经费，项目建设期间根据需要可依据《广州华立科技

职业学院课程思政示范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华立职院

〔2023〕61 号）申请从学校民办教育专项经费中追加课题建设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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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学校设立了教科研专项经费及校企合作专项经费，对

于项目中产生的论文版面费、差旅费、会议费等可依据学校有关版面费

报销管理办法及差旅费报销办法等给予经费保障；同时校企合作过程中

产生的交流、学习等经费可依据学校有关规定给予专项报销。同时，项

目研究过程中涉及到的零星开支可以通过自筹方式筹措解决。

综上所述，通过多渠道筹措，该项目建设所需经费有保障。

6.预期成果和效果（建议 1000 字左右）

预期成果：

1)在专业期刊上公开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2-3 篇，其中检索或核心论

文1篇以上；

(2)对试点的专业工作进行总结汇整，完成有价值的研究报告 1

份；

(3)形成具有华立特色的“软件技术”专业群课程教改方案、设

计和评价体系；

(4)建设 OBE 成果导向赋能“软件技术”专业群的课程体系，集模

块项目、课件、案例等内容于一体，给“软件技术”专业群学生立体化

辅导，适合学生课内外、线上线下学习；

(5)形成基于 OBE 成果导向的云设计平台(软著或专利)1 个.

预期效果

通过 OBE 以成果导向教育改革入手开展专业(群)认证研究，引领专业

(群)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我省高等职业院校工程教育认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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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借鉴的路径、制度，为早日实现专业(群)认证铺平道路。

(1)通过课题研究，建立基于我校“软件技术”专业群以学生为

中心的成果导向课程教学体系。

(2)以专业认证标准引领专业群建设，彰显专业群特色，扩大专

业影响力和美誉度。

(3)通过专业认证制度研究，建立我校计算机类专业的教学质量

标准与改进规范，进而为其他院校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7.特色与创新（建议 500 字左右）

(1)制度创新。高等职业院校工程教育认证，广东省目前还没有

相关的院校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全国也只有极少的院校向境外的院校学习

合作，方法还在探索，制度还不完善，本课题以国际公认的《悉尼协议》

为参照，开展专业认证研究工作，如能立项并取得研究成果，将为其他

同类院校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2)理念创新。将国际公认的专业认证理念、标准引入到高等职业

教育的专业建设中，建立增值性评价体系，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升

自信心，使得教师关注每个人的成长，从而能显著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3)模式创新。OBE 在美国应用广泛，但是在中国实施将面临水土

不服，本课题旨在研究 OBE 教育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高职教育现状，开

发适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特色的计算机类专业“成果导向”课程开发

与设计。本课题将在计算机类专业课程模式的选择，行动学习与“学生

为中心”的互动式教学组织形式研究，课程大纲、单元教学设计编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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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施方面进行突破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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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基础

1.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成果简述（建议 1000 字左右）

项目：

序号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第一作者

1

DiscussionontheConstruction

ofCollegeSmartCampusunder

theBackgroundofMobile

Internet

Advances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andPsych

ology(ISTP)

2019.01 闵小翠

2
基于改进蚁群算法的巡检机器人避障路径规划方

法设计
机械与电子 2022.02 李鹏

3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下的软件技术专业特色建设 数字技术与应用 2019.09 王建华

4基于B/S模式的高校教师信息管理系统开发与探讨 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 2019.12 魏育华

5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系统设计 现代信息科技 2020.01 王建华

8

MethodofAdhesion

CellSegmentationBasedon

MathematicalMorphologyinthe

preparationofMicroNanowood

Power

NANOSCIENCEANDNANOT

ECHNOLOGYLETERSLOGY

LETTERS(SCI)
2021.02 王建华

9基于离散傅里叶变换的多旋翼无人机循迹系统设计
计算机测量与控制

(核心)
2021.06 闵小翠

10高职院校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内容建设的教学与实践 电脑知识与技术 2021.07 王建华

11

Methodofadhesioncell

segmentationbasedonmathematical

morphologyinthepreparationof

micronanowoodpowder

Materials(SCI) 2021.10 王建华

专著、教材：

序号 书名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主编

1 信息技术应用基础

(国家十四五规划教材)

广东教育出版社

(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2019.10 王建华

2

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

(广东省委宣传部 2020 年

重点出版项目)

广东教育出版社

(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2020.06 王建华

3
信息时代计算机教学多元

探索

中国纺织出版社

(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2020.10 魏育华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SZ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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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算机软件教学理论与实

践研究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2021.05 魏育华

专利、软著：

序号 名称 类别 时间 第一发明人/著作权人

1 一种智能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设备 实用新型 2019.01 闵小翠

2 一种人脸识别考勤装置 实用新型 2019.02 闵小翠

3 基于大数据云计算教学助教系统 软著 2019.05 魏育华

4 5G 传输技术的车联网智能导航系统 软著 2019.08 魏育华

5
基于视云 5G 专网 URLLC 应用嵌入式监

控系统 软著 2019.08 魏育华

6
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高校教师招聘

管理系统 软著 2019.09 魏育华

7
一种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老年人健康

服务虚拟社区系统 发明专利 2019.09 王建华

8 一种用于计算机通信的可拆卸接线夹实用新型 2019.10 闵小翠

9

VIRTUALCOMMUNITYSYSTEMFORELDERLYHE

ALTHSERVICEBASEDONBIGDATA

TECHNOLOGY

国际发明

专利
2020.04 王建华

11
一种云计算机房用折叠式多功能巡

检平台车 发明专利 2020.06 闵小翠

12 智能课堂管理系统 软著 2020.11 闵小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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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组成员所承担的与本项目有关的教学改革、科研项目和

已取得的教学改革工作成绩（建议 1000 字左右）

项目负责人为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省级中青年专家、省级重点实验室主任、省级研究生优秀导师、省级计

算机学会理事，具有丰富的教学、科研工作经验以及较强的组织管理能

力。曾获得省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 项、省高校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1

项、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编译著佳作奖 1项、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 2项、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项，主持国家级项目 3项，省部级项

目 20多项，发表核心及以上期刊论文 30多篇，出版专著 1部、教材

13部，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项。

项目团队实力雄厚，经验丰富，凝聚了学院大部分骨干教师和行业

知名企业的核心力量，具备开展该项目研究的能力。成员共 9 人，其中

高级职称占66.7%，硕士及以上学位占55.6%，“双师素质”教师占77.8%，

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国家教学创新团队带头人、“千百十工程”省级培

养对象 1 人，南粤优秀教师 1 人，广州市增城区高层次人才 1 人。近三

年，团队成员主持省级及以上课题 11项，授权国家专利 13项、软著

11 项，发表学术论文 11篇，公开出版教材和专著 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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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级或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项目开展情况（含立

项和资助等）（建议 500 字左右）

本项目主持人紧紧围绕基于 OBE 成果导向的高职院校“软件技术”

专业群建设与认证项目，开展研究。2022 年 7月，项目《基于 OBE 成

果导向的高职院校“软件技术”专业群建设与认证》经评审立项为校级

项目，立项文件：《华立职院〔2022〕111 号》，立项文号：华立职院

〔2022〕111 号，项目编号：HLZ042302。

从项目立项开始，团队成果已在以下几方面开展了工作和研究:

1) OBE 专业认证制度研究：开展了我校计算机类专业的教学质量

标准与改进规范。对照专业认证标准，初步建立我校计算机类专业质量

标准，以标准来检验教育教学的效果，寻找需要改进的地方，进而通过

持续的修正过程，不断推动专业持续的内部质量改进及外部质量改进。

2) 开展了“双师型”教师企业实践，推出云平台，鼓励教师、学

生利用好这些平台资源开展学习；解决教师工程实践能力较弱，实验室

等资源缺乏问题。

3) 不断完善了课程体系，建立课内与课外结合、正式课程与非正

式课程并构的课程体系；建立素质通识教育与专业能力培养协调关系，

使学生全面发展；解决知识单元之间的联系被弱化，课程计划学习没有

连续性的问题。为OBE专业认证实施提供了完善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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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措施

1.学校教改项目管理和支持情况（建议 1000 字左右）

（1）组织机制保障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了由校领导、科研处、教务处、财务处、

实训指导中心等相关职能部门、各二级学院组成的质量工程领导小组和

工作小组。由学校校长担任质量工程项目领导小组组长、分管教学工作

的副校长任副组长，统筹规划和组织实施质量工程项目建设工作，教改

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由教务处、项目所在部门和项目负责人各负其责，

协同配合管理。教务处负责宏观管理与目标控制；项目所在部门负责项

目的组织、协调、监督等过程管理；项目负责人具体组织和实施项目的

研究工作。层层落实责任，确保教改项目建设能够按照预期建设任务落

实到位。

（2）制度和管理保障

学校重视对教科研项目的建设，对于项目研究有较为科学和规范的

管理制度，如相继出台《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教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华立职院教〔2016〕8 号）、《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质量工程项目

经费管理办法》（华立职院教〔2016〕9 号）、《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教研科研配套及奖励办法》（华立职院科〔2019〕20 号）等文件，

从制度、管理、经费支持、成果奖励等各方面保障了教改项目的建设需

求，同时，重要的教改项目可纳入“品牌提升”及“民办教育专项经费”

资助项目中，进一步申请加大经费支持力度。教改项目日常管理工作由

教务处负责，由教务处组织学术委员会专家对教改项目进行立项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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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根据学术委员会的立项建议，提交党政联席会审定，校级教改项

目一经批准，校院将发文公布，该文件作为经费启用和项目检查的依据。

教改项目实行项目主持人责任制，项目主持人在学校规定的范围内决定

项目经费的使用和因项目而获得的各种合法收入的分配和使用；由教务

处对项目经费的使用、项目研究进度与质量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确保

项目研究能达到预期的研究效果。校级教科研项目实行中期检查制度，

教务处负责组织中期检查、结题验收工作，由学术委员会专家对教改项

目进行结题验收评审。

（3）人员保障

本项目组成员师资结构合理，成员中大多数已有一定的教研教改研

究经验。同时，成员分工明确，项目成员均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心，

能够保障项目有序开展，且保障项目在建设周期内完成预期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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