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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制定科学的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办法是构建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制度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它对于确保教师教育专业认证的效率和效果甚为关键。基于国际经验以及相关领域

的实践做法，建议在制定教师教育认证办法时，成立“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委员会”作为全国性

的教师教育认证主体；确定包括认证申请、自我评价、实地考察、认 证 结 论 等 步 骤 在 内 的 认 证

程序；明确如何使用认证结论和认证的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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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教师教育开放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和非师范院校加

入了教师教育队伍，很多师范院校也在努力朝综合性方向发展，这在客观上有助于建

立灵活多样的教师教育体系，但同时也导致了教师教育办学机构鱼龙混杂、办学质量

良莠不齐等问题。因此，为了进一步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中

所提出的教师教育改革精神，切实保障教师教育的基本质量，当前迫切需要建立科学

合理的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制度，以便从教师教育的源头、办学过程和办学结果等方面

对办学主体提出明确的基准要求，并形成有效的教师教育质量约束机制。随着中国

《教师专业标准》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的颁布实施，制定与实施教师教育专业认证

制度的前提条件已逐步成熟。

但是，截至目前，中国的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制度仍处于酝酿之中。对于推进这项

需要“从零开始”的事业来说，诸多问题亟待研究：教师教育专业认证 有 何 价 值 和 意

义？谁来认证？依据什么标准？采取怎样的程序与方法？有何国际经验可资借鉴？

５３



二、认证办法：教师教育认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什么是教师教育专业认证？简言之，就是依据特定的标准，对教育领域中以培养

教师为目标而设置的专业进行全面评价，以确保教师培养质量的评估制度。完整的

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制度是由一些基本要素组成的，包括认证原则、认证标准和认证办

法等。其中，认证办法主要涉及认证主体（即由谁来认证）、认证的程序与步骤（如何

进行认证）、认证结论如何使用以及认证有效期（多长时间认证一次）等几个问题。
之所以说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办法（下文简称为认证办法）是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制

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它起到这样几个方面的积极作用：其一，清晰界定认证主

体。教师教育专业认证究竟由谁来实施这是一个前提性问题，认证办法必须对此作

出明确的回答。这不仅需要考虑教师教育管理体制、教师教育专业认证的目的及原

则等，还需要考虑什么样的机构才能肩负起这样的 使 命。其 二，规 范 认 证 程 序 和 步

骤。教师教育专业认证是一项多个主体参与其中、头绪繁多、过程非常复杂的评价工

作。这在客观上要求对认证程序和步骤加以规范，以达到“提高效率”、“程序公正”、
“结果有效”的理想境界。其三，明确认证结论的使用。认证办法通过对认证结论的

等级划分、结论公布的方式与使用范围、相应的奖惩制度等进行详细规定，真正落实

认证的质量监督和引领高校发展的作用。其四，合理规定认证的频度。教师教育具

有时代变化性的特点，这客观上决定了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及其结论是在一定时限内

有效的。因此，认证办法通过对“认证有效期”的规定来促进认证循环进行，从而推动

教师教育持续改进。

三、基于国际经验的中国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办法构想

１．确定权威的认证主体

教师教育专业认证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无论是认证标准的建构，还是认证

活动的开展、认证结果的形成等都需要系统的、复杂的专业知识作为支撑。因此，应

当将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工作交由权威的、具有公信力的学术中介机构来进行，这对于

确保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从国际经验来看，成立全国性的教师教育专业认证机构是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

在美国，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全美教师教育评估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Ａｃｃｒｅｄｉ－
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ＣＡＴＥ）和“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ＴＥＡＣ）正式合并，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教师教育认证机构“教

师培养 认 证 委 员 会”（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ＣＡ－
ＥＰ）［１］。作为一个非官方的、自愿性的专业组织，ＣＡＥＰ是全国惟一的教师教育认证

机构，它的主要工作范围是对美国的各种教师培养项目进行认证，以发挥对教师教育

整体的规范和引领作用［２］。ＣＡＥＰ的组织架构包括理事会、认证委员会、仲裁 委 员

会、国际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研究委员会和标准委员会以及合作委员会。这些委员

会的成员来源非常广泛，截至目前，ＣＡＥＰ的成员机构包括教师教育机构、教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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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组织、教师组织、国家和地方教育政策制定者组织、学科教育组织、儿童教育组织、
技术教育组织、专门性组织、管理者组织等多种类型的组织［３］。这些组织被赋权参与

认证标准、政策及程序的制定与实施，并在提供金融支持、实施监督等方面发挥作用，
从而达到提高教师教育认证的社会参与度的终极目的。在澳大利亚，教师教育专业

认证的主体是“澳大利亚教学和学校领导研究所”（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ＩＴＳＬ）。该组织总体领导全国 的 教 师 职 前 教 育 认 证，并 定

期向澳大利亚教育、幼儿发展和青年事务部部长理事会（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　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ＣＥＥＣＤＹＡ）提交教师

教育专业认证年度报告［４］。ＡＩＴＳＬ对于澳大利亚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工作的顺利开

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经验证明，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认证

机构对于教师教育认证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在机构建设上也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国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协会”作为工程教育领域的权威认证组织，获得了教育部授权和支持，
它由３０余家行业组织和教育界人士组成，属于非政 府、非 盈 利 性 质 的 第 三 方 组 织。
因此，未来在开展教师教育专业认证时应力争做到以下几点：①成立全国性的“教师

教育专业认证委员会”（以下简称“认证委员会”），其性质应当定位为专业性组织，主
要负责教师教育专业认证的领导、审议、决策及监督等工作。具体职责包括：总体领

导和规划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工作，审核教师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和办法；监督和指导认

证活动；审议认证报告，形成最终认证结论，并向社会公布。②“认证委员会”下设“教
师教育专业认证中心”，主要负责全国教师教育专业认证的具体组织和实施。该中心

可根据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育的差异性，就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教育、特殊教育

单独设立师资培养认证部门，这些小组在开展教师教育专业认证时，可就数学、外语、
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及生物等学科成立相应的专业认证小组，开展有针对性的认证

工作。③成立“教师教育专业认证监督与仲裁委员会”，以发挥外部力量对教师教育

专业认证的督促作用。④以上三个组织的成员来源应当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以

调动教师教育者、教育管理者、一线教师等众多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到教师教育认证

事业当中来。教师教育专业认证组织框架的总体构想如见图１所示。

图１　教师教育专业认证组织框架之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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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制定科学的认证程序

一般来说，教师教育专业认证的程序可以分为认证申请、自我评价、实地考察及

认证结论等几个步骤。
第一步，认证申请。教师教育专业认证是一个由诸多步骤和环节组成的系统工

程，但其起点应当是由设置教师教育类专业的机构提出认证申请。这样做的必要性

和意义在于：其一，它有利于申请单位作出初步的自我评价。因为在提出申请的过程

中，申请单位必然要依照教师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全面衡量其过去的得失成败，这种初

步的自我评价本身就是教师教育专业认证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二，它有利于申请单

位就随后的认证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从而确保认证工作顺畅、高效地开展。
从国际上看，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也都把教师教育机构提出认证申请作为认证

活动的起点，且对认证申请的格式、内容和提交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规范。例如，澳

大利亚的教师教育认证办法规定：教师教育机构必须在新的教师教育办学正式运作

之前的８个月（或者是上次认证过期之前的８个月）向相关的教师教育主管部门提交

认证（或再认证）申请。地方教师教育主管部门在收到教师教育机构的认证申请后，
必须反复与申请者核对应该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然后正式通知全国教师教育认证

机构ＡＩＴＳＬ，并向其移交认证申请。在美国，ＣＡＥＰ的教师教育认证办法规定：认证活

动始于教师教育机构向ＣＡＥＰ提出认证申请，当申请经过审查并获得通过后才能取得

被认证的资格，然后填写成员资格申请表，并由此开始实施下一步的认证活动［５］。
基于以上的分析，建议中国在实施教师教育专业认证时，首先应当由设置教师教

育专业的机构向认证中心提交书面的认证申请，并同时提交有关材料。这些材料在

内容上要包括教师教育专业的办学情况及其佐证材料等，同时要符合统一规定的格

式。认证委员会在收到教师教育机构的认证申请之后，应当聘请专家认真审阅认证

材料，并统筹安排认证工作时间，在实地考察半年前通知申请认证的教师教育机构，
以便其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

第二步，自我评价。教师教育专业认证从性质上来说是一个外部评价与自我评

价相结合的评价制度。因此，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及加拿大等国都将教师教育机构

的自我评价作为教师教育专业认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建议中国在构建教师教育认证办法时，把自我评价作为教师教育专业认证的一

个重要环节。其理由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强调评价对象的自评是现代评价发

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现代评价理论认为，自评有利于建立相互对话与协商的评价机

制，有利于拓宽评价的信息来源，有利于多视角地了解评价对象，从而获得更加全面、
客观、公正的评价结果。因此，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应充分重视认证对象的自我评价。
其二，教师教育专业认证中的自我评价有助于发挥办学主体的积极作用，有助于其对

专业办学过程进行自我审视和反思，从而在自我发现问题和不足的基础上及时地进

行自我改进。其三，自我评价还可以为专家小组的现场考察提供详细的资料，从而提

高教师教育专业认证活动的效率。其四，自我评价的意义与价值在中国的相关评价

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肯定和落实。《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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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对学校自评做出了这样的规定：“高等学校应建立本科教学自我评估制度，根据学

校确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围绕教学条件、教学过程、教学效果进行评估。……学校在

自我评估基础上形成本科教学年度质量报告，在适当范围发布并报相关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学校年 度 报 告 作 为 国 家 和 有 关 机 构 开 展 院 校 评 估 和 专 业 评 估 的 主 要 参

考。”［６］２０１２年３月，《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第十一条也要

求“加强高校自我评估，健全校内质量保障体系，完善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建立

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７］

教师教育专业认证中的自我评价如何操作？基于相关国际经验和中国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的做法，建议：①在已经获得认证资格的前提下，申请认证的教师教育机构

依照教师教育专业认证标准首先进行全面的自我评价，自评内容包括办学指导思想、
课程与教学、师资、学生、组织与管理、条件与保障等。②教师教育机构根据自评结果

找出不足之处，提出改进设想，并采取措施切实地改进工作，提升办学质量。③教师

教育机构按认证委员会的自评要求，按时向认证委员会提交自评报告。自评报告是

对教师教育专业发展情况的系统总结，是确定教师教育专业认证结论的重要依据，其
主要内容应包括专业概况、办学成绩和特色、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等。自评报告在

反映教师教育专业教学工作成绩的同时，应客观、全面、有针对性地指出所存在的问

题，问题的查找应具体到二级指标或基本要求。自评报告的支撑材料应具备原始性、
真实性、准确性和层次性，力求精练，分量适度。教师教育机构在认证专家组实地考

察评估前一个月，将自评报告纸质版和电子版寄达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委员会，同时在

本学院或本系网站主页上公布该报告。
第三步，实地考察。在实施教师教育专业认证的过程中，专家组的实地考察活动

包括通过查阅学校有关文献、观察课堂教学与其他教育活动、召开各类座谈会、会见

学校各类人员（董事会成员、行政管理人员、教职员工、学生和家长以及行政主管部门

人员）等等。实地考察的必要性和意义在于：其一，实地考察有助于评价者获得直观

的、真实的评价信息，从而验证教师教育机构自我评价的结论，并由此提高教师教育

专业认证的信度；其二，实地考察可以深入到办学的方方面面，从而有助于获得更全

面的评价信息；其三，实地考察也有助于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之间的互动与对话。
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国家的教师教育专业认证都把实地考察作为一个必不可

少的一个环节。例如，在美国，ＣＡＥＰ的教师教育认证办法要求，教师教育专业的自

评报告在获得通过之后，ＣＡＥＰ随即委派专家组进驻申请认证的大学进行实地考察，
为期２－３天，以审核证据，核实数据，查阅教师的教案、学生作业、教学视频等。实地

考察期间，专家组还访谈教师教育机构的领导者、教师教育者、中小学辅导教师、师范

生、中小学校长及其他管理者等。专家组还必须识别教师教育单位所提供的证据在

多大程度上满足教师教育认证的特定标准，并指出该证据的长处和不足。专家组需

要给教师教育机构和认证委员会分别提供一个书面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专家组实

地考察的过程描述、教师教育机构满足教师教育认证标准的详细情况等［８］。澳大利

亚的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办法规定：对于申请初次认证的教师教育机构来说，专家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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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实际需要或者听从教师教育主管机关的意见对其进行现场评估。而对于接受再认

证的教师教育机构来说，专家组必须对其进行现场评估，以证实相关评估结论和发现

所存在的实际问题［９］。
从国内的相关评价实践来看，实地考察也得到了充分重视。２０１１年颁布的《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实施办法》中规定：“教育部评估中心组建专家组

赴学校教学现场考察评估。专家组在审核《学校自评报告》和《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分

析报告》基础上，通过深入访谈、现场听课、查阅资料、考察座谈等形式，对学校教学工

作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形成《专家组评估报告》，并给出评估结论及建议。”［１０］中国

多年来的本科教学评估实践经验表明：精心选拔和培训专家组、公正有序地开展实地

考察是评估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该方面经验对于制定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办法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
因此，在构建未来的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办法时，建议“认证中心”组织认证专家组

进驻被认证的教师教育单位，进行正式的现场考察认证。实地考察为期１周（４－５个

工作日）。实地考察结束时，认证专家组完成书面认证报告，报告必须按照教师教育

机构认证标准对申请认证的教师教育机构的办学资质进行认定。认证专家组在形成

整体认定意见之后，将之提交给“认证委员会”审议。
第四步，形成认证结论。形成认证结论是整个认证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之一，它必

须确保认证结论具有科学性、权威性。因此，建议由“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委员会”定期

召开会议，对专家组提交的认证报告进行审议之后，依据教师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形成

最终的认证决定。认证决定可以分为：“通过”、“有条件通过”、“不通过”。认证委员

会应将最终认证结论通知给接受认证的教师教育机构。
之所以由认证委员会对申请认证的教师教育专业做出最终认证结论，其主要原

因在于：认证委员会是惟一具有领导权、决策权的权威教师教育专业认证机构。它既

有权力，也有义务对专家组提交的认证报告进行审议，并在此基础上审慎得出最终的

认证结论。实际上，国际上很多国家的教师教育专业认证也都采用了这种做法。例

如，美国是由ＣＡＥＰ根据教师教育机构的自评报告、认证专家组的考察报告、第三方

评论（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等来对教师教育机构做出最终的认证决定。
为什么要将认证决定分 为 “通 过”、“有 条 件 通 过”和“不 通 过”这 三 种 类 型？首

先，“通过”和“不通过”这些表述方式比较简洁、直白，使教师教育类机构能够看清自

己的办学是否达标。其次，运用“有条件通过”这种表述方式既能够有效地帮助师范

类专业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能够给其及时整改留下余地，从而督促其规范办

学和提高质量。考察国际经验也可发现，国际上一些国家也都把教师教育认证的结

论分为“通过”、“有条件通过”和“不通过”三类。例如，加拿大就是如此［１１］。关于认

证结论的处理，国际上通常的做法是把最终认证结论通知给被认证的机构的同时，把
认证的结果通过网站向社会公开，以便社会及时了解教师教育类专业认证的结果从

而发挥监督作用。例如，澳大利亚的做法是：要求ＡＩＴＳＬ在相应网站上更新教师教

育信息，发布最新的认证结论。同时ＡＩＴＳＬ还负责向 ＭＣＥＥＣＤＹＡ就教师教育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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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认证提交年度报告［１２］。美国ＣＡＥＰ也实行教师教育认证年度报告制度［１３］。
教师教育专业认证程序构想如图２所示。

图２　中国教师教育专业认证程序之构想

３．合理使用认证结论

为了充分发挥教师教育专业认证的规范与导向作用，应当将认证结果与相关制

度进行衔接。建议由认证委员会依据认证结果对教师教育专业进行相应的奖惩，其

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对“通过”的教师教育机构颁发认证证书，并定期向社会公布名单，同时确

定它们为教师教育类基地。对于那些办学历史悠久、硬件和软件条件较好、办学效果

显著的教师教育专业，可以根据其自评报告、专家组认证报告结果等，由认证委员会

决定免于“再认证”。
第二，认证委员会对“有条件通过”的教师教育机构提出整改要求，并委派专家在

认证结束１年后对其进行后续考察，监督认证委员会提出的相关改进建议是否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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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落实。在整改期间，“有条件通过”的教师教育机构必须减少招生规模。
为什么要对这类教师教育专业进行后续考察？从国际经验来看，澳大利亚、美国

等国家的教师教育专业认证的实践证明，后续考察有助于督促教师教育类专业根据

评估结论与建议改进工作，提升教师教育质量。从国内的相关做法来看，《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专家组工作规范（试行）》第九条特别强调要“高度重视评

估整改，巩固发展评建成果。……为期一年的评估整改结束后，学校须向评估中心提

交评估整改工作报告。学校的整改情况将作为下一轮评估专家组进校考察评估的重

要内容。学校应接受评估中心组织的评估整改抽查。”［１４］

第三，认证委员会要求“不通过”的教师教育机构停止招生。此举的意义在于通

过对低于底线要求的教师教育机构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从而达到发挥认证的监督

功能和引导功能，最终实现规范类教师教育类专业办学、确保教师教育质量的目的。
不仅如此，从中国的相关制度设计来看，类似的处罚措施也并不鲜见。比如，《教育部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第２９条）规定，为确保办学质量，必须“完

善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和红、黄牌学校审核发布制度，确保高校办学条件不低于国

家基本标准。”这为制定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办法及其处罚措施提供了借鉴和参照［１５］。

４．明确认证的有效期

从国际上来看，很多国家都明确规定了教师教育再认证的周期，且多将这个周期

确定为５年或６年。例如，澳大利亚规定：“通常情况下每隔五年就需要对教师教育

进行认证或再认证。”［１６］而在美国，ＣＡＥＰ要求成立伊始的教师教育机构应当接受初

始认证，并给出认证结论，由此对不同水平的教师教育项目加以区别和关闭一些不合

格的项目，并通过７年一次的循环认证，促进教师教育持续改进［１７］。英国的教师教

育专业认证周期则为每６年一次（英国的本科生学习年限为３年，６年正好为２个本

科培养周期）［１８］。
基于中国的国情和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期间开展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经验，对

教师教育专业的认证周期确定为８年一次，可能比较合适。一方面，中国的师范生学

习年限多为４年，因此，在２个本科学习周期（即８年）结束后来考察和认证教师教育

专业的办学质量，有利于更全面地、客观地评价其办学过程和效果。另一方面，也有

利于避免认证过频现象。过于频繁的认证可能会对教师教育机构的正常教学造成干

扰，不利于教师培养质量的提高。但教师教育专业的自我评价的周期可以缩短，可以

要求申请认证的教师教育机构每隔５年进行一次自我评价较为适宜。
将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周期确定为８年，这就意味着８年之后需要启动“再认证”

工作。关于教师教育专业的“再认证”是否需要做出统一要求，可以视情况而定。对

于那些办学历史悠久、硬件和软件条件较好、办学效果显著的教师教育专业可以根据

其自评报告、专家组认证报告结果等，由认证委员会决定免于再认证。

四、结　　语

总体来说，构建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办法是一项高度理性的事业，它需要借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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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经验。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教师教育认证制度不仅起步较早，而且

经过多年的摸索，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认证办法，借鉴其经验有助于我们按照

正确理念和方向来推进工作，少走弯路。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在借鉴国际经验构建自

己的教师教育认证办法和认证标准（将另文探讨）的同时，也要立足于国情来确立适

合自己的教师教育专业认证主体、认证程序与步骤以及认证有效期等，切不可机械照

搬别国的做法，国内相关的经验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基于这些认识，以上对教师教育

专业认证办法提出了初步构想和政策建议，期许中国未来有更多此方面的理论研究

与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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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５－３０；编辑：荣翠红

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

）

《高教发展与评估》杂志第四届理事会
（排名不分先后）

　　　　单　　位　　　　　　　　　　　　　　姓　　名　　　　　　
池州学院 柳友荣（副理事长）

江苏省教育评估院 陆岳新院长（常务理事）

上海市教育评估院 王　奇院长（常务理事）

南通大学 顾菊平副校长（常务理事）

上海海事大学 杨万枫副校长（常务理事）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杨金华院长（常务理事）

黑龙江工程学院 张洪田院长（常务理事）

长沙理工大学 叶　泽副校长（常务理事）

武汉纺织大学 黄运平副校长（常务理事）

中国民航大学 董健康校长（常务理事）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王进思院长（常务理事）

宁波大红鹰学院 孙惠敏书记（常务理事）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 卢小根院长（常务理事）

南京晓庄学院 张　波副院长（理事）

徐州工程学院 张仲谋副院长（理事）

厦门华厦职业学院 郑学檬院长（理事）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章顺来院长（理事）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王振洪院长（理事）

青岛大学教务处 于永明处长（理事）

宁波大学 周　青（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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