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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评估依据

依据辽宁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评估实施方案，结合船舶动力工程技

术专业实际情况，逐个指标进行评估。船舶动力工程技术专业是我校重点

发展的特色专业，紧跟国际船舶工业发展趋势，紧密对接国家海洋强国战

略需求，致力于培养适应现代船舶工业发展要求的掌握船舶动力系统设计、

制造、运行维护及管理等方面知识与技能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人才。

二、 评估结论

船舶动力工程技术专业，在师资力量、教学设施与平台、教学水平与

成果、科研产出与创新以及声誉与影响力等方面均表现出色，在特色建设

和创新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教学管理规范有序，运行机制高效顺畅。

依据辽宁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评估实施方案，自评结论为优秀专业。

三、分项评估结论

1. 定量评价

1.1 培养目标

二级指标评估结果分别为：“培养目标的制定”95分、“培养目标

的执行”90分、“培养目标的达成”90分。评估结果显示，该专业培养

目标制定较科学合理；培养目标执行和达成情况良好。

1.2 培养规格

3 个二级指标评估结果分别为：“学生素质”90分、“专业知识”95

分、“学生能力”90 分。评估结果显示，本本专业在国家高等职业专业

教学标准要求的素质、知识、能力等培养规格达成情况较好。

1.3 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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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二级指标评估结果为：“学时安排”95 分。评估结果显示，专

业课程体系较好满足专业教学标准。

1.4 师资队伍

4 个二级指标评估结果分别为：“队伍结构”90分、“专任教师”90

分、“专业带头人”90分、“兼职教师”80分。评估结果显示，专业教

师的数量、结构、教学水平等较好地满足教学需要和专业教学标准。

1.5 教学基本条件

4 个二级指标评估结果分别为：“教学设施”85分、“教学资源”80

分、“实训教学条件”90分、“顶岗实习”90分。评估结果显示，专业

教学设施满足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教材、图书、数字化资源较好；

实训条件及顶岗实习满足职业学校专业（类）顶岗实习标准和职业院校专

业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

1.6 专业建设成效

7 个二级指标评估结果分别为：“教学名师”80分、“精品课程”80

分、“规划、精品、统编教材”80分、“重点专业”90分、“特色专业”90

分、“教学成果奖”80分、“社会声誉”90分。评估结果显示，专业取

得较少的省级以上教育教学奖项；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社会认可度较好。

2. 定性评价

2.1 专业顶层设计

3 个二级指标评估结果分别为：“专业发展规划”90 分、“专业人

才培养特色”90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95分。评估结果显示，专业

发展规划较科学合理；专业培养特色鲜明；专业培养方案符合专业教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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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和学校定位及特色。

2.2 质量保障与持续改进

4 个二级指标评估结果分别为：“教学管理制度”90 分、“质量保

障与改进机制”85分、“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80分、

“专业教学持续改进效果”85 分。评估结果显示，专业的教学管理制度

和质量保障体系规范；持续改进的效果较好。

2.3 三教改革

3 个二级指标评估结果分别为：“教师改革”85 分、“教材改革”

85分、“教法改革”85分。评估结果显示，专业三教改革规划设计合理；

改革取得较好的效果。

2.4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2 个二级指标评估结果分别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80分、

“知行合一、工学结合，聚焦高技能培养”85 分。评估结果显示，专业

基本上建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专业人才培养效果较好。

2.5 服务辽宁

4 个二级指标评估结果分别为：“专业与辽宁产业契合度”90 分、

“专业在辽招生、就业情况”85分、“专业对辽行业、企业技术服务和

职业培训服务情况”80 分、“专业在辽企业知名度，毕业生在辽企业满

意度”85 分。评估结果显示，专业与辽宁产业契合度较好；在辽宁招生

就业情况较好；在辽宁技术服务和职业培训服务方面情况较好；专业在知

名度和毕业生在辽宁企业满意度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