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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必然趋势和理念创新，是落实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目标的根本要求；教学

质量评价是贯穿我国各级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承担教学质量控制、教学成效评估、

教学过程监督、教学改革推动的重要职责。从教学设计，如重视案例教学、知识结构、科技前沿、实践

应用以落实好课程思政教育过程；从指标设计，如准确把握培养目标、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做好课程思政

教学评价等，将实现课程思政有效开展作为我们开展教学工作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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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nevitable trend and conceptual innovation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of universities, and i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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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mplementing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tal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that runs through all levels of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It 
undertakes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in teaching quality control, teaching effectiveness evalua-
tion, teaching process supervision, and teaching reform promotion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From the teaching design, such as emphasizing case teaching, knowledge struc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ntier, practical application to implement the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process. If we grasp the training goal accurately,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do well in the eval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 will realize the effective devel-
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the ultimate goal of our teach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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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教书育人工作要以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

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是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的综合教育理念。我国教

育的特点即“育人”应先“育德”，注重传道受业解惑、育人育才的有机统一[1] [2] [3]。非常重视对学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过程解决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党

和国家的优良传统和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做好思政教育和评价思政教育质量已经成为保障我们教育质量、

为国育才的基本要求。 
我国教育的传统教学成果评价方式一般为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学生评价相结合，其形式单一

没有体现出学生创新能力和素质教育的成果，且主观因素过多，不能反映真实的教学效果[4] [5]。课程思

政在当前的教学过程中既是教学改革的手段也具备激励和反馈教学创新的功能，只有把学生的态度、情

感、价值观等纳入教学质量评估的范畴，促进学生价值性反思成长，才能激励教师开展课程教学改革、

促进教学质量进一步提升。教学评价内容的全面性和有效性是保障教学评价科学合理的基本前提[6] [7] [8] 
[9]。 

无机化学是化学的重要分支、最基础的课程之一，作为高校化学、材料、环境、能源、轻工、医

学、农学等专业的必修课程，受教学生人数多且多为专业基础相对薄弱、自主学习能力也有待提高的

一年级本科生。目前，我们的《无机化学》课程经过多年积淀获批省级一流课程、省级课程思政示范

课、教师团队获课程思政教学示范团队，具备深入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改革的基础条件。无机

化学课程从知识容量来看内容非常丰富，还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不同部分所涵盖的知识点差

异大、综合性强，整体上呈现出零散化的结构特点，对学生形成较大的学习难度，在缺乏吸引性和趣

味性的课堂氛围下，长期学习会逐渐丧失对无机化学的学习兴趣，更不用提将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了，最终的教学效果也不理想，改变传统教学形式的风向标——新型教学评价体系的建立显得迫在眉

睫。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不仅要把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进行完美融合，还需改变“期末考试定成绩”

的传统考核方式。根据师范专业认证、工程认证要求，及本科教育审核评估的契机下，具有开展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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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体系改革的先天优势，通过对每门课程引入有效的跟踪机制实现对课程目标达成度进行客观的评

价。从而实现将课程思政和课程评价机制相结合的目的，就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一考定成绩”单一

的课程考核模式。 
在挖掘课程评价新体系的过程中，教学研究团队除了继续完善课程思政元素、丰富课程案例库，还

应从“考核评价内容、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实施评价体系”等方面出发实现课程评价体系的构建，为课

程建设积累一手数据。当前，思政评价元素在部分课程中通过卷面主观题命题来检验考察教学效果，检

验方式单一，无法全面展示我们学生接受思政教育的程度，也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思政教育，教育的结

果浮于表面[10] [11] (见图 1)。全过程思政教育包含了教师的教育(输出)、学生的学习(输入)、教学环境和

评价方式(转化效果)三个方面，要求老师必须通过精心的教学设计有目的的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最终效

果是学生将知识、能力、素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而我们的思政教育无法达到其目的的原因有很

多：教师在教学设计、实施过程存在理解和实践偏差，课程内容和思政教育的结合不够，不重视学科历

史的发展等。 
 

 
Figure 1.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1. 课程思政实施与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2. 研究内容 

2.1. 课程教学目标的设计 

教学目标的设计应按照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大纲、目标章节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包含五个评

价内容：知识基础、认识知识、知识情感、知识品质、知识运用等)实施，挖掘本章节知识对专业的潜在

价值和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知识传递在表象，学生更应该在学习过程中了解知识体系的发展过程，了

解知识发展与社会背景的相互关系，从知识变迁中了解事物存在的价值，从而激发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

每个知识点对应至少一个思政评价内容(见图 2)。 

2.2. 课程考核评价内容的确定 

课程考核的内容除了要反映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实践应用能力，也要体现出学生在理论素养、

情感态度、行为表现、价值观念、综合能力等方面的表现。因此，考核内容应围绕“理论知识与价值塑

造”、“综合能力与技能培养”、“价值观与职业素养”等三个方面开展，对具体课程内容的评价指标

量化应符合人才培养中课程思政的各级指标(如表 1、表 2 所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核成绩纳入同时专业

教育和课程思政，保证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同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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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design of the eval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2.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设计思路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ssessment 
表 1. 课程思政考核指标评价体系 

测评板块 评价内容 主要观测点 设计方法及考核途径 

物质聚集状态 
——气体 

1.1 知识基础 
1.1.1 气体状态方程、道尔顿分压定律、气体

扩散定律的知识掌握情况 课堂测试/章节测试/作业反馈 

1.1.2 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 课堂习题 

1.2 知识认知 
1.2.1 对基础知识的识记情况 课前回顾/提问 

1.2.2 对重难点及知识背景的掌握程度 课外扩展/课堂讨论 

1.3 知识情感 

1.3.1 对课程开设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学科前沿/历史 

1.3.2 参与课堂过程学习的状态 课堂互动 

1.3.3 对知识理解学情自主分析能力 课外扩展 

1.4 知识品质 

1.4.1 是否积极参与引导性的预习 课堂表现 

1.4.2 课程对社会发展的情怀 课外扩展 

1.4.3 对课程学习的自信程度 课堂表现/作业 

1.5 知识运用 

1.5.1 对作业独立完成度 作业 

1.5.2 在课堂独立思考性 课堂表现/习题 

1.5.3 对专业知识及扩展知识的兴趣度 课后辅导 
 
Table 2. Quantitative standar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valuation 
表 2.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量化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思政目标定位 1) 课程思政建设发展目标；2) 课程思政目标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联系；3) 课程思政目标

与课程目标联系；4) 课程思政案例与课程联系的紧密程度。 

教师思政素养评价 
1) 为人师表，言行举止的规范性；2) 及时了解、发现、纠正学生不当思想行为；3) 严格

执教，执教过程规范；4) 疏导有心理问题学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5) 辅导学

生参加专业竞赛、参与科学研究；6) 能够发挥高校教师服务社会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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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生培养评价 
1) 学生能够结合课程说出一定数里 PLC 行业典型系统或行业专家的事迹；2) 学生心理健

康测评优良率；3) 学生参加行业竞赛、参与科研情况；4) 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情况；5) 学
生遵守大学生行为规范情况。 

教学过程性价 1) 结合课程实际，针对社会热点与学生思想发展寻找切入点；2) 有 1~2 次学生间进行社

会案例的思政分析讨论；3) 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及案例库的建设；4) 学生各项发展指标。 

教学成果评价 1) 课程思政成果；2) 教师比赛成果；3) 指导学生比赛成果；4) 领导评价；5) 同行评价；

6) 学生评价；7) 优秀校友评价。 

2.3. 课程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学生学习效果是检验教育教学质量的核心要素。评价指标构建的根本目的是引导教育方向，想怎样

引导就建立怎样的标准，即明确课程目标–制定学习成效标准–设计教学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一致性

建构原则。同时，评价指标的构建应遵循导向性与现实性结合、科学性与思想性结合、形成性与诊断性

结合、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结合等原则(见图 3)。依据评价指标体系和构建原则设计对应的课程思政考核评

价表(如表 3 所示)。 
 

 
Figure 3. The principle chart of constructing the index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3. 课程思政教学指标体系构建原则图 

 
Table 3.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assessment (achievement) evaluation form 
表 3. 课程思政教学考核(成绩)评价表 

学生信息 
1.1 知识基础 1.2 知识认知 1.3 知识情感 1.4 学习品质 1.5 知识运用 

形成性成绩 课前预习/提问/ 
作业反馈 

课堂互动/ 
课外扩展 

课堂纪律/课堂表现/ 
相关知识储备 

作业完成率/完成度/ 
错题修改程度 

章节复习题/ 
课堂习题完成情况 

** 
A/B/C A/B/C A/B/C A/B/C A/B/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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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的实施 

为了准确、客观、公平的评价学生学习效果，需确立以学生为中心主体考评地位，实现学生、教师

全过程参与，尤其要根据学生基础差异性分类实施评价过程。学生学习基本功的个体差异化也要需要特

别处理，从教学过程的实施到教学效果的反馈要根据过程变化来确定成绩标准。 
例如，基础好教学效果良好而教学结果差异化不明显与基础低但是教学效果明显的不同类型学生要

采用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设立学生学习、教师教学、教学环境三大维度及可操作的二级

课程评价指标体系，基础好的学生应该建立高级别的考核标准，基础差的学生选择低标准考核指标，让

每个学生在学习中产生强烈的情感价值，具体从评价观测点的确定和评价框架的构筑来实现(见图 4)。 
 

 
Figure 4. Designs the student-centered assessment subject status 
图 4. 设计以学生为中心的考评主体地位 
 

 
Figure 5. Design the evaluation content of the target course 
图 5. 设计目标课程的评价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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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机化学》物质的聚集态(气体)一节为例，建立与课程内容联系紧密且选择性多样的考核项目，

确定评价方式、采用合理的教学途径完成考核评价的形成性成绩(见图 5)。 

3. 总结 

以《无机化学》课程改革成效(省级一流金科、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省级课程思政教学示范团队、

课程思政案例库等)为支撑开展教学案例研究，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与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要求，

利用一致性构建原则与差异性教学评价反馈机制进行无机化学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核心内容为课程教学

评价体系中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的建立，具体内容包括：以章节重难点学习为目的结合课程思政案例

库建立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引导学生主动学习(预习与归纳)对学生学习行为、纪律意识、学

风习惯养成等的考核、评价依据以评价原则开展等(见图 6)。 
 

 
Figure 6.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图 6. 课程思政教学与评价实施路径 

 

实施过程依托《无机化学》课程思政示范课教学团队、课程思政案例库、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等丰

富、扎实的基础研究成果，在提供形式多样的思政教学设计案例的提前下，知识切入点种类多样，设计

的考核指标点范围宽。例如，化学家坚韧不拔的钻研精神、新物质合称为行业带来前所有的发展、性能

优越的新材料对人类科技带来的进步、新能源的开发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希望等都可作为课程思政的

切入点；课程导入选题不同就会产不同的课程思政评价指标点，坚韧不拔的钻研精神可作为学生学风建

设、思想道德水平、政治素养、情感价值等的指标点确立、性能优越的材料为人类社会带来飞跃式的发

展带动学生创新精神、创造力、严谨求学、严于律己人生观等指标点的确立。课程思政指标点种类可以

根据课程特点进行设定，符合课程思政原则属性即学生情感价值、思想态度、价值观等的提升。思政考

核评价的最终形式可以包括总结性评价、形成性评价等多元评价方式、评价量化表、考核表等评价工具，

数据分析是手段最终目标是改变传统被动式的学习行为、激发学习主动性，鼓励学生挑战创新、引领学

生价值观提升，只要能实现以上目的的评价指标都是可以指标点进行评判的依据，因此指标点是动态的

可以不断扩展的。评价原则决定了评价指标的有效性和引导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向的准确定是我们建立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3156


李燕怡 等 
 

 

DOI: 10.12677/ces.2024.123156 231 创新教育研究 
 

指标体系的核心，因此不可动摇。 
最后，通过课程思政指标点(课程思政的教学评价表)的得分对标人才培养目标，通过反馈机制检验指

标的合理性，不对应的指标点继续完善。完善方式包括指标点修正和案例库调整，通过多次反复验证逐

步完善该门课程的课程思政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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