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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ult-oriented objective, the content of curriculum teaching evaluation was de-
sig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was de-
scribed.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include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homework and so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outcomes of the course-studying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course-teaching were studied.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pplied to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evalua-
tion of application undergraduate pilot specialty in order to describe the degree of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contributed to the student’s program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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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成果导向的目标设计了课程教学评估内容，描述了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作业等教学活动与学

生学习成效的关联度，研究了课程学习成果的评价和课程教学的持续改进。研究结果可应用于应用型本

科试点专业的课程教学评估，以描述学生的课程学习成果对于专业学习成效的达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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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教学法主要是以教师为主导，以书本为中心，在课堂上讲授课程的理论知识[1]，通常在 90 分钟

内，教师满堂灌，当然也可以采用一些提问法与学生互动，或采用案例项目法等等改变传统的教学，丰

富教学手段，但总体上教师讲授的时间约占 85%~90%左右，学生主要通过记忆的方式掌握知识，在 90
分钟内，随着听课时间增长，学生被听的效果下降，记忆下降。在教学目标上，传统教学法偏向注重认

知目标的实现，强调学生的记忆学习，注重知识的传授，在课堂上听着教师的讲课、课后学生完成作业、

然后复习和考试。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是以考试卷为中心，根据课程标准中考核要求为依据进行成绩的

评定。目前课程评价窄化为教学评价[2]，片面地对于教师教学的评价，同行、督导和学生给教师做出一

定教学分值。然而，课程的学习目标、课程与培养目标中能力结构之间的关系描述则显得较弱，对于课

程学习目标的实现度等等没有得到关注。而基于成果导向的课程教学，关注学生学到了“什么”，会“什

么”，具有“什么”能力，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教学过程中的每一环节应对于能力的

形成有一定的贡献度，因此课程学习目标中应明确阐述对能力的培养，根据能力进行学习内容安排、学

习方式的组织，逐步培养学生能力的形成，最后进行课程学习结果评估，由原来对教师教学的评价转化

为课程教学的评价，主要评价在课程中学生学习结果与学生专业成效的达成度，分析数据，并进行持续

改进。 
采用成果导向的课程教学评价，其课程教学设计的基本思路为：1) 预设该门课程涉及的学习成果及

其与专业成效之间的关系、评估方式以及所要求的分值。2) 设计教学活动，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

方式、作业内容、试题选择等，围绕预期学习成果，要求学生朝着完成预期学习成果而思考与努力。3) 评
价课程学习成果，对学生提交的学习作品(如作业、实验、测验、项目、演讲等)进行评定，描述出其作品

与学生学习成果达成或不达成，并及时反馈，作出相应的持续改进。 

2. 课程教学评价现状 

目前课程教学的评价只片面地对于教师教学的评价，它由学生网上评价、学生课程评价、同行评价、

督导评价组成，各分值占比分别为：30%、20%、20%和 30%，最后得到教师的教学综合评价分数[3]。
例如学生对于课程评价指标，具体见图 1 所示，第 1 项到第 8 项的权重为 0.1，第 9 项的权重为 0.2，每

一项的分值分别为 95、85、75、65、55 分，加权平均后得到课程教学的评价分；同行教师对于课程评价

指标为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水平与效果、学生表现进行等级评价。 
通过综上两个评价系统，可以看出该评价系统陈述评价对象为教师，而不是评价课程的教学对于能

力的培养、学生形成了怎样的能力，对于专业学习成效达成度为多少，学生会什么，能做什么，存在哪

些问题，如何持续改进等，即没有关注课程学习成果和专业学习成效，没有详细的数据支撑课程教学的

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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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tudent course evaluation and peer course evaluation content 
图 1. 学生课程评价和同行课程评价内容 
 

另外课程教学评价主体由院校聘请的督导、同行和学生组成，缺乏用人单位企业专家和毕业生的多

方参与，事实上，已经毕业并有一定工作经历的毕业生，他们的评价是最有说服力的；用人单位企业专

家可以根据其职业能力的要求进行课程教学进行评估，并指出存在的偏差，提出课程教学的持续改进，

他们的评价可以指导课程建设和课程教学，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成效的达成度。 

3. 成果导向的课程教学评估 

3.1. 评价预期课程学习成果 

预期的课程学习成果是实现专业学习成效的第一步，是进行课程建设评价和课程教学评估依据，

也是学生对于课程学习后满意度反馈的依据，具体见图 2 所示，在专业建设中，根据专业培养目标，

明确规定专业学习成效，一般专业学习成效有 7~12 条左右，具体指向人文素养自我发展能力、专业职

业能力、对社会发展的责任能力等等，根据专业学习成效即具体的能力要素，研究课程体系和确定具

体的课程，一般一个专业中课程数量为 80~90 门为宜，确定每一门课程的学习成果，量化课程的具体

学习成果，一般课程学习成果目标数量以 4~5 个为宜，课程学习成果可定性或定量衡量；建立学习成

效与课程学习成果之间的关联度，进一步确定课程学习成果，具体描述完成课程的学习后，学生应该

掌握的技能、知识和能力，即学生会“什么”，这个成果应对社会、企业、个人的职业都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因此课程学习成果的评价也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课程建设、教师的教学过程和学生的学习过

程均以预先描述的课程学习成果为宗旨，并通过课程建设评价、课程教学评估、学生满意度反馈等环

节，找出实际课程学习成果与预先设计的课程学习成果之间偏差，进而进行持续的改进，不断地提高

课程学习成果与专业学习成效之间的关联度，它们之间构成了闭环系统，只要有数据分析信号，就存

在持续改进动作，从而逐步趋向于专业学习成效；专业学习成效又决定于课程的设置和课程的预期学

习成果，整个闭环系统有序的运行，从而保证了专业学习成效的稳定实现。因此基于成果导向的课程

教学评估指标之一：是否初步建立了课程学习成果与专业学习成效之间的关联度，评价课程学习成果

是否具体、明确，并且可以进行量化；通过何种评价方式进行量化，具体见图 3 所示。例如课程学习

成果 1 与专业学习成效 1 存在一定的关联度，其评估的方式可通过作业、测验和考试的手段进行描述，

其分值达到某一值以上说明初步认定学生达到该课程学习成果，见图 3 中学习成果 1 通过作业评价得

分均值为 85.5、测验得分均值为 87.6、考试得分均值 86.9 这三项评价方式描述对于课程学习成果 1 和

专业学习成效的达成度；又如学习成果 2 与专业学习成效 i、j 等存在一定的关联度，其评估方式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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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演讲等手段进行表达，其分值达到某一值以上说明学生达到了该课程学习成果 2，表中学习成果 2
通过项目得分均值 69.5、演讲得分均值 75.8 这 2 项评估方式描述对于课程学习成果 2 和学习成效 i、j
的达成度。 
 

 
Figure 2.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the course and the results 
of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nstitute a closed-loop system 
图 2. 课程学习成果与专业学习成效组成闭环系统 

 

 
Figure 3. Assessment of course learning outcomes 
图 3. 课程学习成果评估方式 

3.2. 评价教学活动 

课程学习成果，是对学生特定学习期望的描述，本质上就是教学目标。这个成果放在首位，教师要

清楚完成教学过程后学生应达到的学习成果，并让学生也将他们的学习目标聚焦在预定的学习成果上。

教学活动就得设计以达成预先的课程学习成果，因此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式、作业内容、试题

选择等需要设计与评价，描述它们之间的关联度，并且作为课程教学评估指标之二，具体见图 4 所示。

例如教学内容中描述出具体内容，它可由很多项组成，建立每项内容与课程学习成果之间的关系，并在

方框内描述出它们之间的关联度；同样描述不同教学方式对于课程学习成果的贡献度，并在方框内进行

量化；描述作业和试题对于课程学习成果的关联度。这样，课程教学活动的设计和评价就具有可操作性、

有依有据，评价内容具体、明确，并且可以进行量化。例如教学内容 1 为传统制造加工与学习成果 1 工

艺路线拟定之间关联度为 3 (即在方框内标注 3)、与学习成果 2 加工余量确定之间关联度为 2 (即在方框

内标注 2)、与学习成果 3 工序尺寸及其公差确定之间关联度为 2 (即在方框内标注 2)。 

3.3. 评价课程学习成果 

传统课程教学强调比较性评价，根据学生的成绩，在学生之间评价出优、良、中、差等不同等级，

并占有的百分率，并且绘制其成绩的正态分布图，用正态分布图描述其成绩的分布情况，描述其考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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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ourse learning outcomes and evaluation content 
图 4. 课程学习成果与评价内容 
 

难度系数等等。基于成果导向教学不在于学生之间的比较，关注与课程学习成果的比较，强调是否已经达

到了所预设或要求的分值，其评价结果可用“符合/不符合”、“达成/未达成”、“通/未通过”等表示[4]，
具体见图 5 所示。按照预设的学习成果评价要求(见图 3 课程学习成果评估方式)，根据学生的作业、实验、

报告、项目、演讲等完成的作品进行分析，描述出每一项内容的成绩分布，包括极限值、均值，用极限值(最
小值)与原预设的分值作比较，描绘出该项内容对于具体学习成果的达成或未达成，若最小值超过原预设的

分值，认定对于某项学习成果达成，对于对应的专业成效也达成。若最小值小于原预设的分值，认定对于

某项学习成果未达成，对于对应的专业成效也未达成。例如图 5 中，通过作业评估其预设分值为 75，学生

的成绩分布为 79~94，均值为 85.5；测验评估其预设分值为 70，学生的成绩分布为 72~95，得分均值为 87.6；
考试评估其预设分值为 70，学生的成绩分布为 71~93，得分均值 86.9，这三项评价分值满足课程学习成果

1 和专业学习成效 1 的达成度要求；而学习成果 2 与专业学习成效 i、j 的达成度是通过项目、演讲等手段

进行评估的，其项目预设分值为 75，学生的成绩分布为 65~80，均值 69，说明通过项目评估，学习成果 2
与专业学习成效 i、j 的达成度未能满足，则需要进行及时做出分析，提出需要改正意见或建议，及时反馈

学生其学习成果，以利于学生及时了解学习效果进展，并在后续持续改进。 

4. 持续改进 

持续改进特征就是建立和执行“评价–反馈–改进”反复循环的闭环系统[5]，美国普渡大学西北校

区提到了“三个闭环循环”持续改进模式，培养目标循环系统主要是对培养目标的改进，是通过适时评

价培养目标的达成度与符合度，从而不断改进毕业要求、调整培养目标，以实现对培养目标的持续改进。

专业学习成效循环系统主要是对毕业要求的改进，是通过适时评价毕业要求的达成度与符合度，从而不

断改进教学活动，修正毕业要求，以实现对毕业要求的持续改进。课程学习成果循环系统是对教学活动

的持续改进，在这里关注的是基于课程学习成果而进行的教学活动的持续改进，根据课程学习成果达成

度描述与专业学习成效达成度的描述，找出实际课程学习成果与预先设计的课程学习成果之间偏差，分

析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措施，持续不断地提高课程学习成果以及对于学习成效的达成度。通过多次的课

程教学的持续改进逐步趋向于专业学习成效，课程持续改进的内容由课本、课程内容、课程软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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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Segmentation of learning outcomes and description of achievement 
图 5. 课程学习成果细分与达成度描述 

 

验设备、实验材料、作业、教学方式等各个方面组成，具体见图 6 所示，描述改进前的情况，改进后的

情况，对于课程学习成果的评价方法、课程学习成果达成度和专业学习成效的达成度。 
 

 
Figure 6.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course 
图 6. 课程持续改进 

5. 结论 

基于成果导向的课程教学评估是针对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的课程而进行研究并实践的，应用型本科

试点专业主要描述专业学习成效的达成度，即学生毕业时具备的能力，因此基于成果导向的课程教学评

估对于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建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国际专业论证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它描述了课

程学习成果与专业学习成效之间的关联度；描述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式、作业、试题等对课程

学习成果的贡献度；确定评价课程学习成果的方式以及评价结果进行量化，分析学生的作业、测验、项

目、实验、考试等成绩分布，逐项评估对课程学习成果和专业学习成效的达成度；找出它们之间偏差，

进而进行持续的改进，逐步提高课程学习成果和专业学习成效的达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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