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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文件 

 

院字〔2020〕14 号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机制和实施办法(试行)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是本科人才培养全过程中的重要环

节。为有效评价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综合评价和判断全体学

生毕业时拥有的知识、能力和素养，检验和判断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是否达到预期标准，为专业教育教学的持续改进提供依据，

特制定机械工程学院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机制和实施办法。 

一、 评价责任人及职责 

专业负责人：收集所有素材、组织评价工作。 

学院教学质量评价小组：对毕业要求达成评价结果和持续

改进措施进行合理性审核，同时跟踪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持续措

施进行跟踪和有效性评价。 

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对毕业要求达成评价结果进行终审。 

二、 评价对象 

机械工程学院各专业当年所有取得毕业证书的合格毕业

生。 

三、 评价周期 

每年对当年应届毕业学生进行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在学生

毕业时，完成各项毕业要求指标的达成度评价。根据各项毕业

要求达成度评价值，评价当届学生的毕业要求达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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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据来源 

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支撑矩阵和各门课程的课程目

标达成度数据、应届毕业生课程目标达成主观调查表，数据

的合理性由专业负责人和学院本科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根据

广西大学工程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实施合理性审

核机制与实施办法》进行审核。 

五、评价方法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釆用直接（定量）评价和间接（定性）

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1.直接评价——课程评价 

1）选出各毕业要求指标点对应的评价课程。一般为专业

核心课程及指标点的重点支撑课程，通常为人才培养课程支撑

矩阵中的 M 和 H 型课程，课程支撑毕业要求的合理性审核由

学院本科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根据《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

实施合理性审核机制与实施办法》进行审核。 

2）根据课程的学分、学时情况以及课程对指标点支撑的

重要程度，计算课程的支撑系数。（具体参照本文附件《课程

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系数计算方法》） 

3）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某门课程对应该二级指标的

课程目标评价值*该课程的支撑权重），课程目标的达成由课

程负责人依据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机制

和实施办法》进行评价并经过专业负责人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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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毕业要求达成度 

计算评价样本每项毕业要求下分指标点的达成度评价值。

该项毕业要求所有指标点评价值的最小值即为该项毕业要求

达成度评价值。 

2.间接评价——应届毕业生评价 

对应届毕业生发放毕业要求达成度调查问卷（如表 1 所

示），用于应届毕业生对本专业 12 项毕业要求能力达成的自

我评价。调查表中“5”、“4”、“3”、“2”、“1”为定

性评价的量化等级，依据李斯特量表，百分制量化值分别为

100、80、60、40、20。某一项毕业要求的调查得分为该项毕

业要求得分的平均分值。达成度评价值计算方法为：达成度评

价值=平均分/100*100%。 

 

表1   应届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度调查问卷 

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毕业时间  

班级、学号  手机  E—mail  

拟毕业去向 就业（）；创业（）；国内升学（）；岀国升学（）；其他（） 

通信地址 

（邮编） 

 
微信/QQ 号 

 

各专业学生毕业时应达到本专业毕业要求，请对自己所具备的能力进行打分评

价。 

请在相应栏打“/” 

5-非常认同/满意；4-比较认同/满意；3-一般认同/满意； 

2-基本不认同/不满意；1-非常不认同/不满意 

对能力水平认同

度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 5 4 3 2 1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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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毕业要求 4——研究：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毕业要求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毕业要求 8——职业规范：      

毕业要求 9——人和团队：      

毕业要求 10——沟通：      

毕业要求 11——项目管理：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六、结论和结果应用 

1.对评价所得数据使用雷达图、柱状图、条形图或折线图

进行可视化表达，并根据能力达成度进行分段评价。因我国现

行高等教育中通常规定修完规定的课程计划和课外教学环节

并取得及格以上成绩（含及格）就应该授以该专业的毕业证书，

即视为该专业的合格毕业生，因此分段设置为：达成度＜0.6，

该能力达成评价为未达成；0.6＜达成度＜0.7，该能力达成评

价为合格；0.7＜达成度＜0.8，该能力达成评价为较好；0.8

＜达成度＜0.9，该能力达成评价为良好；0.9＜达成度＜1.0，

该能力达成评价为优秀。 

1）以雷达图方式呈现 

对毕业生个体和总体各项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进行更加直

观地分析对比，可用如图 1所示雷达图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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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XX 同学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雷达图 

2）以柱状图方式呈现 

各专业本科生毕业要求达成度，可将数据以柱状图的形

式进行呈现，以便更加直观地对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如图2所

示。 

 

 

 

 

 

 

 

 

 
图 2 XX 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课程评价柱状图（单位：%） 

2.专业负责人对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尤

其是对达成度不佳的毕业要求进行详细分析，对参与该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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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评价的课程提出持续改进措施，经学院教学质量评价小

组审核和教学副院长终审后反馈给各门课程授课教师。 

3.形成《毕业要求达成度情况分析及持续改进报告》文档

，包含过程中的原始记录、达成计算、达成情况分析、持续

改进措施等。 

 

 

 

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020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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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系数计算方法（试行） 

为合理反映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程度，根据广西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机制和实施办法》，确定毕业要

求各指标点下课内外教学环节对该指标点的支撑权重值的计算方

法如下： 

将同一指标点下的全体课内外教学环节组成集合，假设为 t 门

课（t≥1），且各门课内外教学环节对应的学分为 C1~Ct，则第

g(1≤g≤t)门课程对应的支撑系数按
𝐶𝐶𝑔𝑔

𝐶𝐶1+𝐶𝐶2….+𝐶𝐶𝑡𝑡
计算， 故 t 门课内外

教学环节的对该指标点的支撑权重值之和为 1。 

由于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的毕业设计论文学分通常比较大，当

毕业设计论文用于评价某指标点时，如按照学分占比进行支撑权重

值计算会导致除毕业设计论文外其课内外教学环节的支撑权重值

过低而产生评价失真，因此采用以下方法解决该问题：如该指标点

支撑课程门数为总门数为 t 门，毕业设计论文的权重设定为
1
𝑡𝑡
；剩余

权重值
𝑡𝑡−1
𝑡𝑡
，再由其他课内外教学环节按照该教学环节学分与所有支

撑课内外教学环节（除毕业设计论文外）的总学分之比进行分配。

即假定毕业设计论文为第 t 门，则第 g 门课内外教学环节对该指标 

点的支撑权重值为
𝐶𝐶𝑔𝑔

𝐶𝐶1+𝐶𝐶2….+𝐶𝐶𝑡𝑡
× 𝑡𝑡−1

𝑡𝑡
。 

为突出高等教育专业培养中的实验实践操作教学环节对能力

达成的强支撑，体现实验实践能力培养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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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对于配套有实验实践学分的核心理论课和核心实验实践

教学环节，本专业采用以下方法放大其支撑系数：该课内外教学环

节对能力指标点支撑权重系数计算时，其学分按照（1*讲授学分+2*

实验实践学分）参与计算。若某指标点由 t 门课内外教学环节进行

支撑，其中第 t 门为毕业设计论文，第 e 门为带实验实践学分的专

业核心理论课程（理论讲授学分为𝐶𝐶𝑒𝑒1，实验实践学分为𝐶𝐶𝑒𝑒2），第

f 门为核心实验实践教学环节（不含理论讲授，即理论讲授学分为

0， 实验实践学分为𝐶𝐶𝑓𝑓），第 g 门课为参与支撑的课程（讲授学分

为𝐶𝐶𝑔𝑔，不含实验实践学分），则支撑权重值计算如下： 

毕业设计论文，支撑权重值为：
1
𝑡𝑡
 

第 e 门课程，支撑权重值为：
𝐶𝐶𝑒𝑒1+2𝐶𝐶𝑒𝑒2

𝐶𝐶1+𝐶𝐶2….+𝐶𝐶𝑒𝑒1+2𝐶𝐶𝑒𝑒2+2𝐶𝐶𝑓𝑓+𝐶𝐶𝑔𝑔+⋯𝐶𝐶𝑡𝑡−1
× 𝑡𝑡−1

𝑡𝑡
 

第 f 门课程，支撑权重值为：
2𝐶𝐶𝑓𝑓

𝐶𝐶1+𝐶𝐶2….+𝐶𝐶𝑒𝑒1+2𝐶𝐶𝑒𝑒2+2𝐶𝐶𝑓𝑓+𝐶𝐶𝑔𝑔+⋯𝐶𝐶𝑡𝑡−1
× 𝑡𝑡−1

𝑡𝑡
 

第 g 门课程，支撑权重值为：
𝐶𝐶𝑔𝑔

𝐶𝐶1+𝐶𝐶2….+𝐶𝐶𝑒𝑒1+2𝐶𝐶𝑒𝑒2+2𝐶𝐶𝑓𝑓+𝐶𝐶𝑔𝑔+⋯𝐶𝐶𝑡𝑡−1
× 𝑡𝑡−1

𝑡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