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期 

2009年 12月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oa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No．6 

December 20o9 

《华盛顿协议》与高等工程教育教师职业发展 

龚春芬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湖北 丹江 口 442700) 

摘 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我国加入 WTO后所面l 的高等工程高质量专业人才的缺乏，我国 

的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必须与国际接轨，而《华盛顿协议》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政策框架，是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师 

资实施专业化培养，从而形成一支具备国际等效性的、工程教育能力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是重要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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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getting faster and Chinese entrance of WTO，higher 

engineering field is lack of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s，but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China must 

work with international practice，then the Washington Accord could provide a policy framework for 

Reference．Thus it is an important path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to faculties of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SO as to form an international equivalence， a r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engineering education fa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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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的关键。教师 

总体质量是否达到培养工程教育人才的需要，是 

否符合国际等效性标准直接关系到我国高等工程 

教育的质量 。以国际通行的《华盛顿协议》政策框 

架为参照 ，研究和讨论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师资职 

业发展问题，是我们面向新世纪提高高等工程教 

育质量和效益的有效途径。 

一

、 《华盛顿协议》与高等工程教育发展 

经过几十年 的发展 ，我 国已经建立 了比较完 

整的工程教育体系，高等工程教育专业的学生总 

量在世界上位居前列，其中，就读工程专业的学生 

已经占到我国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总数的 1／3以 

上 ，是世界上的高等工程教育大国。 随着全球化 

进程的不断加快 和我 国加入 WTO后所 面对的高 

水平工程人才 的需要 ，为实现我国从高等工程教 

育大国向强国的转型 ，我 国高等工程教育必须走 

上世界舞台，而《华盛顿协议》提供了可以参照的 

政策框架。 

(一 )全球化的高等工程教育 

高等工程教育是在普通教育基础上进行的以 

工程科学技术 的研究与应用为特点的专 门教育 ， 

其培养目标是造就合格的现代工程师。L2 世界经 

济的全球化发展和工业界国际竞争加剧，如何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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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能够参与国际化工程项 目的工程师 ，是世界各 

国高等工程教育不断探索的课题。全球化的高等 

工程教育需要工程学生和工程人才能够跨国流 

动，这就需要各国工程专业认证趋于等效，各国的 

认证组织签订互认协议 ，相互承认彼此认证过的 

专业点及其所授学历、学位，而这一切的基础是需 

要趋于等效的高等工程教育师资。在一定意义上 

来说，全球化高等工程教育的协议互认取决于教 

师队伍的国际等效性。 

(二)华盛顿协议的主要 内容 

1989年美 国、英 国、加拿 大、爱尔兰、澳 大利 

亚和新西兰的 6个工程组织正式签署 了关于相互 

承认 已认证工程专业点的华盛顿协议(Washington 

Accord)[3J。目前“华盛顿协议”从最初的 6个正式 

会员发展到 12个 ，分别为来 自美 国、英 国、加拿 

大、爱尔兰、澳大利亚 、新西兰、中国香港、南非、日 

本、韩国和 中国台北 等的 民间 团体 ；预备会员 6 

个，分别为来 自德 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斯里 兰 

卡、印度、俄罗斯的民间团体 。这说明世界上确实 

有一批国家的工程组织正在朝着华盛顿协议所要 

求的工程专业质量保证的方向努力，其中包括发 

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 ，也表明华盛顿协议所要求 

的质量保证体系正 日益得到各国认可，华盛顿协 

议的地位正越来越显重要 ，并成为许多国家发展 

本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国际坐标。 

该协议主要针对 国际上本科工程学历 (一般 

为四年)资格互认，确认由签约成员认证的工程学 

历基本相 同，并建议毕业于任一签约成员认证的 

课程的人员均应被其他签约国(地区)视为已获得 

从事初级工程工作的学术资格。同时，协议规定 

任何签约成员须为本 国(地区)政府授权的、独立 

的、非政府的专业性社团。 

《华盛顿协议》的核心 内容是实质等效性 

(substantial equivalence)。等效性是指任何成员在 

认证工程专业培养方案时所采用的标准、政策、过 

程以及结果都得到其他所有成员的认可。【4 等效 

性是华盛顿协议的灵魂，而高等工程人才培养的 

结果是衡量等效性的核心，取决于毕业生学习产 

出的等效性，培养标准、政策、过程的等效性依赖 

于具有等效性的教师队伍。 

(三)华盛顿协议对 于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师 

资的挑战 

《华盛顿协议》作为一项关于高等工程教育认 

证的重要协议 ，在 国际工程教育界和工业界都发 

挥了重大影响0[4]14 我国的工程教育发展迅速， 

但缺乏完善的认证制度；工业发展对具有国际化 

标准的高等工程人才数量和质量的需 求 la益增 

长，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显然还不能满足需要，因 

此制定具有国际实质等效性的高等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制度，争取早日加入《华盛顿协议》，对我国高 

等工程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华盛顿协议》签订20年以来，对各缔约方进 

行教学改革、提高工程教育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审视我国当前高等工程教育发现，我国的工 

程教育质量与《华盛顿协议》的要求还相去甚远，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教 

师队伍普遍还处在准专业化状态下有关，不少教 

师缺乏较高的学术成就和工程实践能力，教师中 

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还不高，严格意义上来说，我 

国的高等工程教育教师还在专业化过程之中。加 

入《华盛顿协议》，就必须达到协议的要求并接受 

相关审查 ，明确工程教育专业质量的国际标准和 

基本要求，不断提高高等工程教育师资水平，促进 

高等工程院校和专业进一步办出特色和优势，促 

进高等工程教育教师队伍的建设和专业化发展。 

同时，要求培养 的的工程本科毕业生具有国际流 

动能力 ，具有国际工程师执业资格，具有等效的工 

程能力 ，需要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具有国际化的工 

程知识和水平，熟悉国际标准，显然我国工程教师 

还有差距。 

二、高等工程教育师资职业发展的实践困境 

《华盛顿协议》作为一个体系比较完整的国际 

性协议，对缔约方的各方面工作都提出了明确的 

要求。从签约组织最近几年的变化趋势看，越来 

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工程和工程教育组织正在朝 

着《华盛顿协议》制定的工程专业质量标准所引导 

的方向前进，要顺利达到协议的要求，提升高等工 

程教育师资队伍质量是基础。 

(一)《华盛顿协议》对于高等工程教育师资 

的若干要求 

从根本上来讲，《华盛顿协议》所承认的是经 

过工程专业训练的学生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和工 

程从业能力。包括具备沟通能力、合作能力、专业 

知识技能、终身学习能力及健全的世界观和责任 

感等等。 Jl。学生的能力是对教育质量最直接的说 

明，这些能力指标对教师队伍素质提出了明确方 

向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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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升工程教师专业化程度 

缔约方之间的相互认可是建立在工程学位培 

养计划的质量达到一定标准的基础上的，因此，在 

各缔约方的认证体 系中，质量保障都是其中最重 

要的内容之一。要保证工程教育的质量首先要保 

证师资队伍的素质，而提高师资队伍的素质最基 

本点就是以教师的专业化程度作为核心标准来评 

价和要求教师。而大学教师的 自我发展意识、专 

业素养 、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师德建设是教师专 

业化的必要途径。 只要教师 队伍严格按照教师 

专业化的标准来要 求 ，必然 能缩短 与《华盛顿协 

议》之间的距离 ，迎接国际化挑战 ，而高等工程教 

育教师专业化程度最弱的是 国际化能力 ，不 了解 

国际工程教育标准，缺乏国际化知识和能力 ，必然 

导致高等工程教育教师专业化程度无法提高。 

2．具备等效性的工程教育能力 

现代工程师们所需要的能力将不只是局限于 

传统科学知识及基础工程概念 ，而应该具备在跨 

专业、跨领域团队中合作的能力 ，具备参与国际竞 

争的能力。这些能力的获得 ，除 了在工程实践 中 

积累经验以外 ，很大程度依靠工程院校的培养 ，使 

走出学校进入职业领域的毕业生具备全面综合的 

工程素质。因此 ，这就要求 高等工程教育内容应 

该根据环境 的变化而不 断调整 ，不断提高教师的 

工程教育能力从而训练学生灵活运用基础知识进 

行工程设计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 的基本能力 ，培 

养学生创新 、务实 、灵活和应变 的能力 ，而这些能 

力的获得首先需要教师具有国际等效性的工程教 

育能力。 

(二)我 国高等工程教 育师资建设存在 的若 

干具 体 问题 

在高等工程教育系统 中从事教学的教 师，不 

少是毕业于本专业 的硕士和博 士研究生 ，他们在 

传统培养模式下成长 ，缺乏大工程要求 的知识体 

系和工程实践能力 ，专业工程素质存在着一定的 

缺陷。 

1．工程专业教师等效性意识欠缺 

在我 国高等工程教育体系 中，还没有形成以 

工程实践能力和综合创新能力培养为主要目标的 

教育体系。这种大环境限制了教师工程实践能力 

的提高。因此，转变高等工程教育观念，面向工程 

教育，树立一种与《华盛顿协议》标准相容的等效 

性专业意识是当务之急。事实上，整个高等工程 

教育体系还缺乏标准，除了几个专业开始试行专 

业认证以外，大多数专业仍然没有转变观念 ，缺乏 

对国际工程教育标准的认识。即便开展专业认证 

的专业离国际标准也有一定距离。对于如何改革 

高等工程教育体系，与国际标准接轨仍然缺乏一 

个清醒的认识。作为高等工程教育核心的教师大 

多数不了解国际标准 ，本身 的学术水平和工程能 

力缺乏国际等效性 ，这使得高等工程教育改革任 

重道远 。 

2．工程教学能力有待提高 

工程教学能力包括理论教学能力和实践教学 

能力。掌握和精通所讲授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 

掌握本学科最新 的科学成就和发展趋 势，融 于教 

学之中乃是教师的主要任务之一。。。 现代科学互 

相渗透 ，工程问题也往往是综合性的 ，要求教师应 

具备广博的相关学科 知识 ，并要 了解现代一些新 

兴、边缘 、交叉学科的知识。作为承担工程专业教 

育的教师必然要 了解 国际工程界的最新动态，掌 

握工程专业认证和工程师资格的最新标准。然 

而 ，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和其他重点大学一样重视 

教师的科研情况，往往忽视本科教学工作 ，工程实 

践教学能力训练被淡化 ，致使大部分教师把主要 

精力都投入到搞科研项 目或发表论文 中，从而导 

致工程教学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 

3．工程创新能力很弱 

要培养学生 的工程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 ，使 

之成为创新型人才 ，教师必须要有强烈 的工程创 

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目前一些工程专业教师安于 

现状 ，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陈旧落后 ，所教授的知 

识不是最新的工程知识 ，而是几年甚 至十几年前 

的知识 。在高深知识 的创新和发现过程中，缺乏 

创新意识和能力 ，高深知识的创新和发现缺乏 国 

际竞争力 ，严重影响了我国工程教育的教学质量 ， 

教师本身工程创新能力弱 ，培养不 出工程能力强 

的学 生 。 

4．工程实践能力被忽视 

高等工程教育横跨工程和教育这两大系统， 

教育的实践性和工程的实践性决定了工程实践是 

高等工程教育的灵魂。 _8。而我国高等工程院校教 

师 ，尤其是青年教师缺乏工程实践 ，一些专业课教 

师不能援引工程实例阐述基本理论和原理 ，不能 

用工业中的实际问题来充实课程的教学内容，普 

遍存 在着重论文、轻设计 ，重研 究、轻应用 ，重理 

论、轻实践的现象。特别是近年来，高等工程教育 

院校师资队伍大量进入青年教师 ，问题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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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青年教师从学校到讲台，从学生到教师，没有 

参加过工程实践项 目的训练，缺乏工程及生产的 

实践经历，加之有些人重视学历提高、学术水平提 

高，轻视生产实践活动，致使部分青年教师虽然具 

有较高学历和一定专业理论知识 ，但缺乏工程实 

践能力。 

5．国际化能力欠缺 

工程专业教育的国际化 ，需要工程专业教师 

走出校门，走出国门，参观、访问、借鉴、学习国外 

有成功经验的工程大学各个方面的长处。通过互 

相交流，取长补短 ，从而促进我国工程专业教师国 

际化能力的提高。教师的国际化能力，不仅仅表 

现在师资队伍的国际化上，还表现在教学内容、教 

学组织、教学方法上的国际化。然而 ，目前我国高 

等工程教育的师资无论在教学内容、教学组织还 

是在教学方法上与国际化都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 

距。许多工程专业老教师教育经验丰富、能力比 

较强，外语水平却有限，无法阅读外文文献，更不 

要说与 国外学者进行实时交流 ；年轻教师外语水 

平稍高但工程专业能力却有限。总之，我国的工 

程专业师资队伍的国际化能力提升是一个急需解 

决的问题 。 

三、高等工程教育师资职业发展的若干思考 

针对以上我 国工程专业教师 队伍 的现状 与 

《华盛顿协议》所要求的国际标准所存在的差距， 

形成一支国际工程专业教育师资力量迫在眉睫。 

笔者认为，建立一支能保证工程教育质量的高素 

质教师队伍要重视其职业发展 ，而工程教育师资 

职业发展方向应是专业化。所谓专业化的工程专 

业教师发展 ，就是指有专业性的机构和人员 ，有专 

门化的多元发展模式和课程计划 ，也有专业化的 

评价标准，这个标准其实就是工程专业国际等效 

标准。只有教师发展确定专业化的方向，达到国 

际等效标准，才能够保证我国的工程教育尽快走 

上《华盛顿协议》之路 。 

(一)专业化师资培养 

师资专业化并不是仅仅指教师所掌握的学科 

专业知识技能，而是指在这个专业领域内，作为教 

师具有较高的工程伦理，较强的从事工程创新和 

实践的专业能力，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教师 

专业化是对高等工程教育教师的新要求，提出了 

高校在师资发展过程中要确立教师职业专业化的 

目标，确立短期培训和长期跟踪培养相结合、确立 

自主培训与委托培训相结合等理念。专业化师资 

培养道路实际上就是以国际等效性标准为依据来 

设计和实施的。 

高等工程教育教师应具备多种综合能力素 

质，这种综合能力素质的标准就是国际等效性的 

标准。作为工程类教师 ，需要参加教学、科研 、生 

产以及其他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增长才能，完善自 

身的能力结构。对教师不断地进行工程专业培 

训，从而提升他们的整体素质和专业能力，是提高 

工程教育教师质量和科研水平的重要措施。在不 

断提升高等工程教育专业化师资培养过程中要以 

过程等效性为标准。 

(二)从企业中选聘工程技术专业教师 

我国目前的高等工程教育，还主要是高校在 

推动，缺乏与外界，特别是工业界的联系，在培养 

过程中损失了很多资源，缺乏一种有效的机制将 

学生输送到需要的工程岗位上去。工程学科 的应 

用性都非常强，提高学生学习效率，使课程充分配 

合企业用人需要，使专业课程目标配合科技发展 

及企业需求 ，就需要从企业中选聘工程师、技师、 

管理人员到学校经过教学业务培训后担任实训教 

师，从企业中选聘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中高级职 

称的业务骨干、专家和高管人员作为研发和教学 

人员。此外，学校还应该积极地聘请行业、企业中 

的高水平工程师到学校任兼职教师，讲授一些工 

程色彩强的课程，指导学生的工程实践训练，系统 

地讲授行业中的新信息、前沿知识，培养学生具有 

国际等效性的工程能力。 

(三)派出教师到企业参与工程实践 

实践教学环节是实现工程教育培养 目标的主 

体教学形式之一，它的成功与否是我们工程教育 

能否真正办出成效、办出特色的关键。 

高等工程教育应根据各专业及学科的实际情 

况，利用假期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教师到工厂、 

企业参观、实习或调研，指派教师参与校内、校外 

实验实习基地建设，了解工程、专业实际情况，积 

累工程经验，让年轻教师更多地参与工程实践，参 

与学生实践实训指导等 ，使年轻教师尽快把书本 

上的知识通过工程实践转化为实践知识和工作能 

力。德国在工程教育中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他 

们非常重视实践过程、方法训练、能力培养。亚琛 

工业大学作为德国最著名的工科高校，与德国企 

业界联系密切。做课题时，常采取“博士 +硕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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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淘汰机制；要充分发挥团队成员的智慧和创造 

力，建立教学改革问题的定期研讨机制、民主协商 

机制，形成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建设高水平且富有创新能力的教师队伍是提 

升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是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 ，也是深化教学改革、推动 

教学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建设高水平教学团队是 
一 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决定着高校的办学水 

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也是国家基础研究和高科技 

领域创新的一支生力军。因此 ，我们必须加强对 

人才培养 的认识、更新观念、采取 切实可行 的措 

施 ，加强高水平教学团队建设 ，为提升本科教学质 

量提供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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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的团队工作方式 ；在从事科研开发时 ，强 

调“高校 +科研院所 +企业”的研究方式 。德国的 

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专业课教 

学中，让教学内容直接来源于生产实践 ，结合企业 

界正在使用的新技术。其次，教师共同参与企业 

的攻关项 目，在促进科研成果 向生产力转化等方 

面开展合作，使教师获得实际工程训练。再次，教 

师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和生产一线 ，重视应用型 

和工程型科研课题的研究 ，力求发现并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通过这些途径 ，提高教师的工程实践 

能力 。 

(四)形成结构合理工程教育师资队伍 

高等工程教育体系担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等工 

程技术人才的重任 ，作为高等工程教育主体 的工 

科教师的结构系统优化是提高高等工程教育质量 

的关键，关系到 21世纪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整体 

素质。因此 ，全面优化高等工程教育教师队伍结 

构，是当前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主题。形成一支 

敢于创新、实践能力强，具有国际化意识的的工程 

教育师资队伍，既是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的需 

要，同时也是面对 国际竞争 ，加入《华盛顿协议》的 

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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