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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汽车制造工艺学课程设计是车辆工程专业重要的实践课程，本文以工程教育认证为发展契机进行教学改

革。分配合理的毕业要求指标点，确定教学目标、以及与毕业要求关联矩阵，搭建课程的评价和持续改

进系统。通过在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车辆工程专业的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为培养车辆工程

专业的国际工程师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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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design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cours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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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hicle engineering major. This paper takes the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as the devel-
opment opportunity to carry out teaching reform. Allocate reasonable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index points, determine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the correlation matrix with graduation require-
ments, and build a curriculum evaluation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system. Through the teach-
ing practice of vehicle engineering major in Shenya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good teaching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which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training of international 
engineers in vehicle engineering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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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国际通行的工程教育质量保证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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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针对高等教育本科工程类专业开展的一种合格评价[1] [2] [3]。2016 年 6 月我国

正式成为华盛顿协议的第 18 个成员国[4] [5] [6] [7]，以此为契机，各大高校开始了新一轮的教学改革。

至 2021 年底，共有 288 所高校的 1977 个专业通过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汽车制造工艺学课程设计是车辆工程专业一门主要的实践教学环节，是汽车制造工艺学课程基本知

识和理论的综合性运用课程。本文以工程教育认证为背景，进行教学改革，旨在培养专业国际互认的适

应现代科技发展的工程师。 

2. 分配毕业要求指标点 

工程教育认证的核心理念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育设计，建立持续改进机制，以保证学生所得[8]。
图 1 为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体系之间的关系。一共确定了 5 个培养目标，12 个毕业要求和 37
个分解指标点。 

 

 
Figur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ining objectives,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and curriculum system 
图 1. 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体系的关系 
 

汽车制造工艺学课程设计作为主要的实践环节，根据毕业要求和该课程设计的特点，确定了该课程

设计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如表 1 所示。毕业要求指标点为汽车制造工艺学课程设计的教学目标和教

学内容指明了方向。 
 

Table 1. Index points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supported by the course design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表 1. 汽车制造工艺学课程设计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指标点 

2. 问题分析 2.4 能够运用车辆工程专业的基本原理，借助于对各类专业书籍、手册、期刊或

网络资源等文献的研究，分析车辆设计及制造过程的影响因素，获得有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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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3.3 能够进行车辆系统或工艺流程设计，在设计中体现创新意识。 

5. 使用现代工具 5.2 能够针对车辆工程问题合理选择现代仪器设备、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 

10. 沟通 10.1 能就车辆领域问题，以口头、书面等方式，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回应质疑，

理解与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交流的差异性。 

3. 教学目标以及与毕业要求关联矩阵的确定 

工程教育认证是以成果为导向。因此，汽车制造工艺学课程设计的教学目标由毕业要求指标点和课

程特点来确定。其教学目标如表 2 所示。教学目标和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如表 3 所示。 
 

Table 2. Teaching objective of course design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表 2. 汽车制造工艺学课程设计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内容 

1 能够运用汽车制造工艺学的基本原理，借助于对各类专业书籍、手册等对汽车零件制造过程的复杂

问题进行分析。 

2 培养学生掌握编制工艺规程的能力以及设计工装夹具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工程设计能力。 

3 培养学生能够应用现代化的设计工具软件完成零件图、毛坯图、工序图和夹具图的绘制。 

4 能够规范地撰写课程设计说明书。在答辩过程中，就零件工艺设计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有效沟通并回

答问题，清晰陈述和表达自己想法。 

 
Table 3.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graduation indicators 
表 3. 课程教学目标和毕业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教学目标 

2. 问题分析 2.4 1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3.3 2 

5.使用现代工具 5.2 3 

10.沟通 10.1 4 

4. 课程的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是工程认证中对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客观评价，是毕业要求的达成和培养目

标实现的基石，同时也是课程持续改进的基础[6]。因此，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度评价具有重要的作用[6] [9]。 
汽车制造工艺学课程设计总学时是三周时间，其主要内容是完成中等难度汽车零件的工艺规程设计，

并进行某道工序的夹具设计。根据汽车制造工艺学课程设计的实际情况，制定的考核方式如表 4 所示。

评定项目与课程的教学目标相对应，并且给出了各项的考查依据和各项权重分数。 
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度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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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D 是教学指标达成度； iλ 为考核比重； iE 分别为支持该指标点的平均得分； iE 支持该指标点考

核中应得的满分。 
 

Table 4. Assessment method for course design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表 4. 汽车制造工艺学课程设计的考核方式 

评定项目 教学目标 考查依据 各项权重分 

问题分析能力 1 设计说明书和答辩 20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2 工艺规程、夹具装配图和设计说明书 30 

使用现代工具 3 设计图纸 20 

沟通表达能力 4 设计说明书和答辩 30 

 

以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19 级车辆工程专业的汽车制造工艺学课程设计成绩为样本，各评定项目的得分

如表 5 所示。最后根据式(1)进行达成度计算，如表 6 和图 2 所示。 

5. 课程的持续改进 

工程教育认证的核心理念之一是持续改进[10]。持续改进：以质量保证和质量提升为基本指导思想和

出发点，建立持续有效的质量改进机制，形成制度建立、过程监控、反馈评价和持续改进等环节组成的

闭环系统[11]。 
最近两次的教学目标达成对比如表 7 所示，本轮教学目标达成度比上一轮教学有了一定的提高，说

明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学目标 1 的达成度提高了，由 0.77 提高到 0.78，说明学生的问题分析能力

有所提升；教学目标 3 也有所提升，由 0.79 提高到 0.80，说明学生使用现代工具的能力提高了。本轮教

学环节对工程认证标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课程内容支持的毕业要求指标点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

在课设和考核中强调对指标点支持部分的教学和考核。 
 

Table 5. Scores of specific assessment items 
表 5. 具体考核项目的得分情况 

考核内容 理论得分 平均得分 支撑的教学目标 

问题分析能力 20 15.64 教学目标1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30 23.09 教学目标2 

使用现代工具 20 15.91 教学目标3 

沟通表达能力 30 23.61 教学目标4 

总分 100 78.25  
 

Table 6. Evaluation value of curriculum goal attainment 
表 6.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 

教学目标 达成情况评价值计算公式 达成情况评价值 

1 0.2 * 78/0.2 * 100 0.78  

2 0.3 * 77/0.3 * 100 0.77 

3 0.2 * 80/0.2 * 100 0.8 

4 0.3 * 79/0.3 * 100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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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chievement of teaching objectives 
图 2. 教学目标达成结果 
 

Table 7.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is round and the previous round of teaching goal attainment 
表 7. 本轮和上轮教学目标达成对比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情况 教学目标 1 教学目标 2 教学目标 3 教学目标 4 

上轮教学 0.77 0.77 0.79 0.79 

本轮教学 0.78 0.77 0.8 0.79 
 

教学目标 2 的达成度值为 0.77，相比去年达成度值没有变化，然而比较其它教学目标达成度值比较

低，因此，在以后的教学中要注重学生设计开发工艺流程能力的培养；教学目标 1 的达成度值为由 0.77
上升为 0.78，相比其他教学目标的达成度而言，相对低一些，说明学生在汽车零件制造过程中问题分析

的能力还有待继续加强培养。 
针对本轮的达成情况，提出以下的持续改进措施： 
1) 针对教学项目 1 和 2 的达成度较低的情况，在以后的课程设计过程中要注重对学生问题分析能力

和设计开发解决能力的培养，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2) 作为指导老师准备更多课设题目，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 
3) 将本轮教学的达成度结果加入到项目持续改进之中。 

6. 结论 

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新能源汽车的高速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本

文以工程教育认证为背景，对汽车制造工艺学课程设计进行教学改革。通过确定培养方案、毕业要求、

教学目标，建立了教学目标的评价和持续改进的闭环系统，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为不断提高教学质

量，培养国际互认的国际工程师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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