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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main link to realize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Nowadays, there are learning problems such as 
increased learning content, the compression of class hours, the decrease of students’ initiative in 
class learning, and the poor effect of classroom teaching. This paper reuses the traditional teach-
ing inspection methods in the teaching of specialized courses. Through optimizing teaching con-
tent, three main classroom teaching inspection links are strengthened: questions, chapter sum-
mary and assignment to improve students’ initiative and focus on the course. Through the strict 
implementation of inspection methods, students im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of the curriculum, and 
the scores at the end of the period have improved, indicating that effective teaching process test-
ing is an effective mean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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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院校的专业课程教学是实现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主要环节，而当今各类学习内容增多，使得课时压

缩以及学生课堂学习主动性降低，课堂教学效果差等学习问题。本文重拾传统的教学检验手段应用于专

业课程教学中，通过优化教学内容，加强提问、章节总结、作业布置三个主要课堂教学检验环节，以提

高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对课程的专注度。通过检验手段的严格实施，学生配合课程教学程度提高，期末卷

面成绩有所提高，说明有效的教学过程检验是提高当前高等教育教学效果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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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期以来，专业和各类基础知识在增加，专业课时受到压缩，因此大学教师在课堂上过度关注教的

内容，而较少考虑学生学习的效果[1]。且自 21 世纪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高校学生

的人数逐渐增加，教育效果不断降低，一方面是由于教学质量的下降，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多样化的电子

化生活环境导致学生主动学习的时间减少、主动性降低[2]。对此，2018 年的全国教育大会后，全国高等

教育掀起了以教学质量为核心的教育改革，并随着国家“双万计划”的提出和实施，很多高校开始重点

关注大学本科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例如翻转课堂的出现和流行[3] [4]，提高教室视觉环境、创造良好教

室氛围[5]，优化课堂提问，提高教学效果[6]等。由于大中专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大为降低，专业学习时间

减少，只有通过教师的主动甚至是强制性引导才是当前促进学习提高效果的关键。因此只有充分利用好

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才是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4] [7]。据此，西南林业大学自 2017 年开展以

回归教育本质为核心的“四回四创”专题教育实践活动，促进课堂教学有效开展。 
教学检验主要就是教学效果检验，是课堂教学过程和教学总结的有效检测手段，很多高校仍以卷面

考试为主要方式，也是学生课程完结的必要环节。但是从学习知识的角度，课终考试并不能完全促进学

生的主动学习，也无法促进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全面掌握，因此很有必要在教学过程中应用教学检验，并

将课堂检验一并纳入结课考核成绩中去理解，一是克服学习惰性，专注于课堂和课本，促进学生主动进

行课程学习；二是检验教学效果和存在的问题，及时有效进行调整和完善，提高教学效果，真正让学生

学到知识；三是形成有效的、有参考价值的教学过程策略，提高教师教学水平。提问、随堂测试等课堂

教学检验是教师掌握课堂教学效果，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基本方法[6] [7]。 
《水土保持工程学》是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是一门应用型课程，需要学生

很好的掌握才能在将来就业中灵活使用，本研究以该课程为例，探索教学检验手段的应用方式及其效果，

以形成有效的专业课程教学策略，为其它课程更有效应用教学检验提供参考。 

2. 课程内容简介及考核办法 

《水土保持工程学》主要内容包括与山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有关的各种坡面工程、沟道工程、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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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工程、山洪及泥石流防治工程、护岸与治滩工程等，要求学生掌握基本措施的适用和设计。规划教

材共 427 页，主讲八章内容，计划授课学时 32 学时，本次授课共 36 名学生。 
根据课程考核要求，本次课程结课成绩由平时成绩(总分100，比例30%) + 期末卷面考试成绩(总分100，

比例 70%)组成，为了提高和检验课堂检验效果，增强学生紧迫感，本次平时成绩全部由课堂检验成绩组成。 

3. 课程教学组织与教学检验方法 

3.1. 教学组织 

在历年的《水土保持工程学》课堂教学中，也采取了提问、要求学生总结和完成作业的教学方法，

但是不强制要求提交手写总结和作业内容，根据调查有 90%以上的学生不主动完成课程预习和总结，课

堂提问效果也很差。本次教学组织根据班级已学课程和往届学生的课程学习情况，优化课堂主讲内容，

增加课堂检验的用时。具体讲授组织为：(1) 课堂讲授、布置内容总结和预习；(2) 课前要点提醒，重复

(1)；(3)重复(1)、(2)并穿插进行课堂检验。 

3.2. 教学检验设计 

适时运用课堂提问、知识自我总结、布置学习或作业任务这 3 种课堂教学效果检验方式(表 1)，增强

学生们紧张感和识记水平，检验课程总体教学效果，实时完善教学过程。 
 
Table 1. Classroom test method and scoring 
表 1. 课堂检验过程与打分 

检验方式 学生完成量 频次 分值 总分 占用学时 备注 

提问 0.5~1 min/次/生 2 次/生 5 分/次 10 分 3 分 8 次完成，含辅导时间 

章节总结 平均 1.5 页/次 8 次 5 分/次 40 分 1.5 完成情况通报与辅导 

自我学习课程作业 平均 1.5 页/次 5 次 10 分/次 50 分 1.5 完成情况通报与辅导 

 
(1) 提问，每一章内容授课结束后，用 0.5~1 个学时进行逐个提问，根据回答情况进行打分并记入平

时成绩，提问以简单易掌握的内容为主。 
(2) 知识总结，每完成 1 章的教学，要求学生按照布置的题目手写章节内容总结 1~2 页，并按时提

交，根据总结内容打分并计入平时成绩，知识总结以章节重点和归纳性较强的内容为主。 
(3) 学习和作业任务，根据授课内容和讲授进度，安排课程相关知识的自我学习和作业布置，自我学

习摘抄内容和作业全部为手写提交，根据完成情况打分并计入平时成绩，以本课程基础关联知识和计算

题为主。 
课堂检验总用课时约为 6 学时，较往年总用时增加约 3 个课时，在良好的教学内容组织下，教学大

纲和教材规划内容全部按照计划顺利完成。 

4. 效果与分析 

4.1. 课堂检验分析 

在课程前 2 章的教学中，学生回答问题、章节总结等效果不理想，总体得分较低。通过加强要求和

得分通报，后续授课以及检验完成情况明显好转，学生听课注意力普遍更为集中，课后主动提问和交流

频率增加，课堂检验得分显著提高。具体完成情况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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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students of score in classroom test 
表 2. 课堂检验得分统计人(人次)数及比例情况 

检验方式 次序 0~2 分 % 3~4 分 % 5 分 % 

提问 
第 1 批次(11 人) 7 人 63.6 2 人 18.2 2 人 18.2 

第 2~8 批次(62 人次) 12 人次 19.4 18 人次 29.0 32 人次 51.6 

章节总结 
第 1 次(36 人) 5 人 13.9 18 人 50.0 13 人 36.1 

第 2~8 次(252 人次) 1 人次 0.40 54 人次 21.43 197 人次 78.17 

自我学习课程作业 

分数段及比例 0~5 分 % 6~7 % >8 % 

第 1 次(36 人次) 11 人 30.6 11 人 30.6 14 人 38.9 

第 2~5 次(144 人次) 16 人次 11.1 21 人次 14.6 107 人次 74.3 

平时成绩 
分数段 <60 60~69 70~79 80~89 90~100 - 

人数 0 人 0 人 0 人 6 人 30 人 - 

 
课堂检验过程表明，在教师主动给与学生学习压力，及时反馈检验结果的情况下，学生可以很好的

完成学习任务。因此在今后的教学中不仅要组织好授课内容，给出学习任务要求，更要加强课堂检验及

结果反馈，将不良的学习后果及时告知学生，增强其危机感。平时成绩主要为了加强课堂纪律，检验课

堂效果，促使学生主动学习知识等，本次平时成绩与往年比较平时成绩分段组成差异不大。 

4.2. 期末卷面分析 

卷面成绩采用闭卷形式，更能反映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掌握程度，主要针对期末卷面成绩的统计见

表 3 和图 1。 
 
Table 3. Statistics of course scores 
表 3. 课程卷面成绩统计 

年级 成绩等级 
90~100 80~89 70~79 60~69 <60 

班级人数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2009 
人数 1 12 19 11 0 43 

所占比例 2.33% 27.91% 44.19% 25.58% 0.00%  

2010 
人数 11 15 6 1 1 34 

所占比例 32.35% 44.12% 17.65% 2.94% 2.94%  

2011 
人数 1 3 15 8 2 29 

所占比例 3.45% 10.34% 51.72% 27.59% 6.90%  

2012 
人数 1 1 8 11 8 29 

所占比例 2.27% 2.27% 18.18% 25.00% 18.18%  

2013 
人数 2 4 16 8 10 40 

所占比例 5.00% 10.00% 40.00% 20.00% 25.00%  

2014 
人数 0 2 17 12 15 46 

所占比例 0.00% 4.35% 36.96% 26.09% 32.61%  

2015 
人数 4 9 16 16 7 52 

所占比例 7.69% 17.31% 30.77% 30.77% 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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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016 
人数 1 15 21 9 19 65 

所占比例 1.54% 23.08% 32.31% 13.85% 29.23%  

2017 
人数 2 13 15 13 9 52 

所占比例 3.85% 25.00% 28.85% 25.00% 17.31%  

2018 
人数 1 13 8 9 14 45 

所占比例 2.22% 28.89% 17.78% 20.00% 31.11%  

2019 
人数 2 11 11 8 4 36 

所占比例 5.56% 30.56% 30.56% 22.22% 11.11%  
 

 
Figure 1. Average scores over the years  
图 1. 历年平均成绩  
 

表 3 统计了 2009 年至 2019 年的课程卷面成绩，平均不及格率为 17.1%，不及格率最低的前三年是

2009~2011 年，平均不及格率为 3.3%，2019 为 11.11%，排在 11 年中的第四位，2012~2018 年的不及格

率平均为 23.8%。2019 年虽不是历史不及格率最低的，但是是近 8 年来最低的，比前 7 年的不及格率降

低了 50%以上。 
图 1 是近 11 年的平均成绩(含标准差)，2009~2019年期末考试卷面平均成绩为 70.71，2019 年为 74.53，

排在近 11 年第三位，前两位为 2009、2010 年。2011 年~2018 年平均成绩为 67.98，2019 年较历史平均

成绩提高了 3.82 分，比近 8 年提高了 6.55 分。 
通过分数段和标准差分析，2019 年 80~100 分数段的学生比例据 11 年来第二位(36.11%)，标准差据

第六位(11.27)。通过课堂检验使不及格率显著下降，高分段学生比例明显提高。 

5. 总结与讨论 

专业知识和其它课程内容逐渐增加，导致专业课时逐渐被压缩，因此提高教学效果就尤为重要。通

过前述分析说明，有序严格的课堂检验，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授课过程中的学习效果，提

高期末卷面成绩，但仍旧反映出学习效果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也符合一般的班级学生成绩规律。 
在当前电子产品盛行的网络时代，普遍认为一般高校招生质量显著下降，更多的学者开始注重利用

好电子化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如慕课和雨课堂工具的出现，对当代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

慕课不能对学生学习施加主动压力、情感交流和实时更新有困难[8]。雨课堂对网络环境、硬件条件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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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技术水平都有较高的要求，全面适应性差，雨课堂也要依靠学生的自觉性[9]。因此高等教育课堂教

学效果的提高，更应该秉承“回归课堂”的理念，在课堂上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紧迫感，传统的课

堂检验方式具有直观性、实时性、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压力感，更有助于脱离手机、

网络等环境，促使形成以书籍、课堂为主的学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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