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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 组长理应对于认证标准“高度”理解；
• 认识：组长必须能够对结论形成起引导与“防偏”的作用



组长必须能够：

• 判断“形似”的“底线”(threshold)，以确定是否该中止认证

• 理解“神似”的核心，以保证认证的“基线”(baseline)，确定
结论不会有偏差

• 把握当前应该在“形似”与“神似”之间的平衡点，以确保我
们的认证结论既在中国可操作，又经得起国际同行的检查



基础：组长理应对认证的程序、方法“非常”熟悉；
认识：组长是考察的“现场组织者、领导者和责任人”



 第一天上午的“见面会”
◦ 这其实不是“见面会”，而是集体“约谈”专业主要人员；

◦ 对于自评报告中的大部分问题，基本可以问明白；

◦ 组长其实也是给其它成员一个示范：该如何提问

 其它关键环节
◦ 第0天晚上的预备会：将全部活动安排妥当，基本上不再
有改动

◦ 结论形成：投票不是好办法；掌握想法，及时引导。

◦ 反馈意见：组长在第一天晚上其实就该有个“初稿”了。





 真正认可OBE的理念；

 能够做到“大事不含糊，小事不纠缠”

 特别对以下两点有明确的认识：
◦ 目标达成内部评价机制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

◦ 怎样算是“考试考核有标准”？



 究竟什么是“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如何在教学中体现？

 如何在对学生的考试考核中体现？



 怎么评价现在流行的“教学质量监控”

 怎么有效地推动专业建立真正的内部评价机制

 过程文档建设如何向OBE的方向转



 教育的基本评价不宜以量化为主。这一点是国际教
育认证的“共识”。

 部分专家对于目前使用的认证标准的内涵研究不足，
甚至不是很熟悉。

 组长应该能够控制这一状况



 “依赖与相信专家判断”是国际认可的专业认证的
的基本工作方式。

 “个人意见”不应该被随意处理

 不应该对教育界和产业界专家进行明确分工

 组长能够尊重“个人意见”，并能引导全组达成
“共识”。组长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如何高效率
的掌握较多的材料。



 责任：协调各专业掌握标准尺度的一致性

 要做到这一点，大组长不能“浮在上面”
◦ 对各专业的基本状况有基本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