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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是衡量学院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最重要的标准，建立毕业生跟踪

反馈和社会评价机制，是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检测评价人

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的重要手段。为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质量监测及改进机制，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制定本机制。

一、目的意义

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和社会评价机制，目的是了解毕业生就业情况、职业发

展状况、工作适应能力等信息，收集毕业生和社会机构对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检测评价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为学院及时调整学科专业结构、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改革教学模式、优化课程体系、改进教学过程、完善教学管

理体制机制等提供真实、可靠的反馈信息，是专业持续改进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

依据。

二、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

培养目标是学生毕业五年左右的预期达成目标，为了科学合理地修订专业人

才目标，使人才培养目标符合化工行业发展需求，本专业建立了详细的培养目标

合理性和达成情况评价与反馈机制。

责任机构：化学与化工学院根据学校发布的指导意见，成立以院长为责任人，

由分管学工的学院领导、专业负责人和骨干教师组成评价小组，负责开展本专业

毕业生跟踪反馈工作。

责任人：专业负责人、系主任。

评价周期：每四年一次。

调查对象：毕业 5年左右毕业生。

评价方法：系主任带领责任教授团队指导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调查问卷，问卷

内容包括毕业 5年以上校友从事的职业领域、单位性质、职业发展状况与培养目

标达成情况，以及毕业生对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培养目标的建议等。由学生工作

办公室通过电子邮件、微信校友平台、QQ等向毕业 5年左右的毕业生发放和回



收调查问卷。

收集的信息和结果的利用：学生工作办公室完成调查问卷的整理和初步数据

统计，系主任带领责任教授团队分析调查问卷结果，主要分析毕业 5年左右毕业

生的人文素养、专业知识、解决化工相关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

团队合作与沟通能力、终身学习能力等各方面能力的达成情况，培养目标达成分

析结果用于改进毕业要求。

三、社会评价机制

本专业对培养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评价，除了依赖于毕业 5年左右的毕业生

外，还建立了高等教育系统以外用人单位、企业行业专家等有关方参与的社会评

价机制。

责任机构：化学与化工学院根据学校发布的指导意见，成立以院长为责任人，

由分管学工的学院领导、专业负责人和骨干教师组成评价小组，负责开展本专业

毕业生跟踪反馈工作。

责任人：专业负责人、系主任。

评价周期：每四年一次。

评价方法：用人单位问卷调查、企业走访/座谈和聘请第三方机构调查等。

1）用人单位调查问卷：系主任带领责任教授团队制定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调

查问卷（用人单位），问卷内容包括毕业校友从事的职业，单位性质，职业发展

状况，用人单位对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对培养目标的意见与建议。由责任教

授团队和专业教师向用人单位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

2）企业走访/座谈：专业负责人及专业教师不定期的到毕业生所在单位进行

走访或邀请相关行业专家来校座谈，在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进行交流，了解校友

在工程知识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人文素养，交流与沟通，团队精神等方

面的达成情况。

3）聘请第三方机构调查：聘请第三方机构，利用 AI+大数据的方法，调查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毕业生的素养、通识能力、专业知识与技能、社会需求、竞

争力等，评价培养目标的达成情况。

信息收集渠道与结果的利用：系主任带领责任教授团队收集用人单位调查意

见、企业走访/座谈反馈意见和第三方调查报告，分析毕业 5 年左右毕业生的素



质、知识、能力与社会需求的吻合度以及培养目标的达成情况。培养目标达成情

况分析结果用于修订毕业要求。

四、结果反馈及利用

1）每次调查结束后，以专业为单位对毕业生和社会评价调查信息进行整理

分析，形成调查报告，调查记录和调查报告由学院存档。

2）调查结果作为用于修订本专业的毕业要求和人才培养方案、改进人才培

养模式、完善课程体系、优化课程结构等方面，为改进专业建设和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提供重要依据。

五、其它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化学与化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化工工艺

系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