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3, 13(2), 544-548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2088   

文章引用: 李忠芳, 宛传平, 张立勇, 缑瑞宾, 李同杰. 专业认证背景下的教学保质增效减负研究[J]. 教育进展, 2023, 
13(2): 544-548. DOI: 10.12677/ae.2023.132088 

 
 

专业认证背景下的教学保质增效减负研究 

李忠芳，宛传平，张立勇，缑瑞宾，李同杰 

安徽科技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安徽 滁州 
 
收稿日期：2023年1月9日；录用日期：2023年2月6日；发布日期：2023年2月13日 

 
 

 
摘  要 

本文研究专业认证背景下，如何在完成一切教学任务的前提下，提高同学们的学习效率，并且尽可能地

减轻同学们的身心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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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how to lighte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burden of the students as much as possible in the context of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un-
der the premise of completing all teaching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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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专业认证是我国高校本科专业人才培养全面改革的推手和内涵式建设的重要保障，专业认证坚持

以‘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为核心理念，要求围绕学生学习和未来职业生涯发展设立培养目

标和毕业要求，建立以学习成果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并在教育教学中持续跟踪改进教学效果以推动

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升”[1]。 
专业认证对教学提出了较全面的要求，从内容到结果，在这个背景下尤其要注意到问题的另一面，

“在‘双减’政策的推行下，如何在课堂上达到增效、减轻学生负担已是当前的热门课题。”[2] [3]大学

生学习的过程是从不会到会、从会到熟练，从熟练到灵活运用乃至创新应用，付出一些心血、洒下一些

汗水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合理的负担是大学生成长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同时也不能有过重的负担。 
落实大学生“减负”，应该是在保质增效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安排同学们的学习活动，让他们在

掌握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保持应有的继续向前的战斗力。保持继续向前的战斗力，包括许多方面，比如

健康的身体，活跃的思维，阳光的心理，扎实的知识基础等等。“减负”不能仅关注学生课外学习时间

的长短，更要关注课堂教学的过程与效果。教师要对课堂教学结构进行优化处理，关注学生思维品质的

提升，关注课堂教学的节奏感和效率，减少非教学时间，强化师生沟通，进行有意义的学习，进而提高

课堂效率[4]。学习均应该以保持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拥有继续向前的战斗力为大前提，而保质增效

是减负的前提。 

2. 问卷调查 

减负，在学生方面看来，体现在在学习上花的时间更少一些，无用功做的更少一些。因此，减轻学

习负担就应该以这些因素为目标函数。 
减负，在教师方面看来，体现在减少管理学生、组织学生进行共同学习的时间，提供更有效的教学

活动，增加各项教学活动的相关性，教学活动之间有更好的复习效果和衔接功能，所提供的学习活动规

划要更科学合理，更符合学生学习和成长的规律。 
那么，目前我国大学生的学习负担又是怎样的呢？“爱在安科、学在安科”的学子们，学习负担是

轻是重？负担的轻重虽然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但是，对于具有特定能力和特定抱负的群体来说，却可

以通过调查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性数据。 
为此，通过问卷调查、个人访谈、文献研究等形式，希望对大学生的学习负担情况有一个较为全面

的了解。 
课题组根据安徽科技学院教务处提供的机械工程学院的在校生信息的统计资料，按照系统抽样的方

法将样本根据院系年级进行具体的比例确定，抽取了 416 位同学作为样本，回收 367 份，回收率为 88.22%。

从年级来看，2009 级有 42 人，占 11.4%，2010 级有 112 人，占 30.5%，2011 级有 103 人，占 28.1%，

2012 级有 109 人，占 29.7%；调查的内容，主要从学生的主管感受和建议方面展开，而不是从课程开设

方面。机械工程学院 2017 年以来，年年在认真修订各专业培养方案，严格根据专业认证和专业评估的要

求来核查所开设的各类课程的比例和所开设的课程是否恰当。因此，课程开设是否合理不是本文探究的

内容，本文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在一定的课程框架下，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并保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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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完成培养方案要求的内容。设计了几个调查题目，并获得调查结果如图 1 所示。 
 

 
(a)                         (b)                          (c) 

 
(d)                                                (e) 

Figure 1. Questionnaire questions and results. (a) Question 1; (b) Question 2; (c) Question 3; (d) Question 4; (d) Question 5 
图 1. 问卷题目及结果。(a) 第一题；(b) 第二题；(b) 第三题；(d) 第四题；(e) 第五题 

3. 调查结果分析 

调查对象是 2019 级全部学生和 2020 级部分班级学生，以自愿参与方式进行，保证了调查的有效性。 
第一题中，80%的学生认为本专业开设课程以及教学活动安排较合理，有 13.24%的学生认为学习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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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过重，还有 3%的同学认为学习负担过轻了。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本院近五年对教学的高度重视和对

教学活动的严格管理起到了很好的成效，基本摸出了同学们的脉搏，号脉准确，做到了因材施教。 
第二题到第五题，是以学习负担偏重为前提，让同学们找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好建议，这属于

设计环节中的优化设计。 
第二题中，有四项答案，差异不大。较为突出的是实验课程。实验课程为什么受到弊病呢？教师团

队已经普遍认识到的问题是，实验课程中，认知性实验偏多，综合性实验偏少。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

大量的问题存在，比如实验课知识点挖掘不够深刻，讲解不够透彻，同学们之间的组织不够紧密，还不

能很好地同时锻炼同学们的团结合作能力和竞争性。 
第三题中，60%的同学认为学习负担重的主要原因是个人原因。这也是符合老师的观察结果的。平

时只有寥寥无几的同学问题目，很多同学不主动写作业，甚至要交作业之前，占用课堂时间写作业。平

时不主动写作业、笔记，不主动学习，造成每个学期结束之前手忙脚乱，几乎熬到油尽灯枯，这种情况

也是不在少数的。45%的同学认可第四条，课程之间衔接不好。机械需要的课程，大概分为数学类，人

文类，机械类、电工电子类几个大类。每一个大类内部，课程之间至少应该相互促进，互补互利，承上

启下。概念和符号，案例都应该进行很好的衔接。 
第四题中，54%的学生选择了牺牲个人休息和体育运动时间来完成超额部分的任务。这符合大部分

人的倾向，学业为重。50%的学生选择了较少赛事上花的时间。近几年我院在政策上提倡多参加赛事，

但是教师指导赛事的套路尚不熟练，造成了学生认为赛事不如其他方面受到重视。 
第五题中，同学们各抒己见，表达了个人的美好建议。除了自律方面的建议，其他多涉及教师和管

理者所需要考虑的，比如多开展体育活动，少一些理论课，减少课外作业，减少不必要的课程。 

4. 结论与建议 

4.1. 基本结论：总体学业负担正常 

从以上数据看，目前安徽科技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学生的总体学业负担比较正常。本文旨在进一步优

化教学环节设计。 

4.2. 主要建议和改革方向：适度减负，改革增效 

1) 精心备课 
教师精心备课是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前提。既要备教材，又要备学生，既要备教法，又要备学法。

精简作业是减轻学生负担的保证，既要有口头的、又要有书面的；既要有知识的识记、运用，又要有能

力的训练、培养，要多种形式合理组合，适当搭配。减负口号不仅是思想上的认识，更要落实到实际教

学中，这是每个教师的职责[4]。 
2) 更加注重学习方法培养。 
给同学们自主学习的时间，虽然能够扩大学生的时间自由权，但是同时也对学生的学习能力提出了

新的要求。学生成绩的差别除了用功程度不同的原因，还有学习方法学习能力的差异。教师在课堂上在

教学中，应该不时地给同学们讲学习方法，也可以用示范的方式，让同学们看到老师是怎么思考、怎么

分析、怎么记忆的。 
3) 抓好课前预习、课堂达标和当堂作业。 
课前抓预习，目的是解决课堂教学针对性不强、时效性不高的问题；课堂抓达标，目的是解决学生

认知负担过重、教学效率偏低的问题；抓好当堂作业，目的是实现学习任务堂堂清，解决学生家庭作业

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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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上，要张弛有度。按照正常的教学节奏，我院的课程大多数是以两节课作为一个单位。两节

课内，按照学习的规律，并照顾同学们的接受能力，要安排一些练习，讨论，调节同学们紧张的神经，

确保同学们不处于过度疲劳和缺氧状态。 
4) 多门课程之间相互配合，改革增效。 
将培养方案中，将联系极为密切的课程划分教学大组，教学大组内，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应减少跳

跃，尽力避免重复和不一致的地方，对于形式上不一致的地方进行合理铺垫和有效衔接。 
5) 加强实验课建设 
实验课程作为大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验课建设应，与虚拟仿真技术[5]

和基础理论双向结合，以专项建设的方式展开。 
6) 引入思维导图，创造学习兴趣，心理减负 
“思维导图这种放射性的思维表达方式在阅读教学中的运用，简单却又极其有效。运用思维导图可

帮助学生进行思考，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写作能力，开启学生大脑的无限潜力。”[6]负担不是一

个像作业时间与作业数量一样简单到可以量化的数字，更多的是来自于学生的主观感受。如果一个学生

对所学知识感兴趣，那么他连续学上几个小时也不会觉得累；相反，如果学生对所学知识理解不了，心

生厌倦，即使只学几分钟也会感到很疲惫。所以，学生深层次的负担来源于认知的轻重程度，学生如能

在课堂上学得轻松、高效、有趣，当堂完成学习任务，那些外在的负担自然也就减轻了。 
7) 课外教学材料的提供和课外任务的发放要适中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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