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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iminating “Shui-ke” and building “Golden Course” represent strong demand for high education 
for course quality. In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Golden Course”, leading on the core value of 
“student-centered, outcome-based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the present study proposes an 
evaluation mode for outcome-based course based on CIPP evaluation model, which includes such 
dimensions as background, input, process and output. The evaluation mode for outcome-based 
course based on CIPP evaluation model can support a structural tool for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utcome-based course and a methodological tool for the scientific su-
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of outcome-based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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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消灭水课、打造金课”体现了高等教育向课程要质量的强烈呼声。在“金课”建设背景下，本文基于

“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核心价值，运用CIPP评价模式构建产出导向课程评估指标体系，涵

盖背景、输入、过程和结果4个维度。构建的产出导向课程评估指标体系，为全面了解产出导向课程建

设状况提供结构性工具支持，为科学开展产出导向课程评估提供方法性工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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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作为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的最基本单元，支撑着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

质量。“消灭水课、打造金课”已成为高等教育界的共识，体现了高等教育向课程要质量的强烈呼声。

在第十一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教授指出，课程是中国大学普遍存在

的短板、瓶颈、软肋，建设中国“金课”，没有旁观者，都是建设者；建设“金课”要有政策保障、组

织保障、机制保障、评价保障和经费保障[1]。有学者指出，除了政府层面的五大保障机制，高校作为“金

课”建设的责任主体，也应制定科学的课程评估方案和评价指标体系，开展校内课程评估，淘汰“水课”，

建设“金课”[2]。 
课程评估是对课程开展和实施的结果进行“价值判断”，评估者所追求的课程价值观直接影响对课

程的“价值判断”[3]。评估者所追求的课程价值观直接体现在课程评估指标体系中，依据什么样的课程

价值观制定课程评估指标体系，将直接引导课程建设的方向，决定课程建设的结果。“学生中心、产出

导向、持续改进”作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所遵循的原则以及国际工程教育

认证和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的理念，是课程评估指标体系制定应遵循的核心课程价值观。教育

评价指标体系建构的理论框架也直接影响对课程的“价值判断”。目前，美国著名学者斯塔夫比姆[4]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立体化、动态性的 CIPP 评价模型广受学者们的认同[5]。该评价模型以核心价值为

基础，通过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结果评价，有机结合结果评价与过程评价，重在持续改进。

因此，本文基于“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核心价值，运用 CIPP 评价模式构建课程评估指标体

系，引导教师明确学生在课程学习中的预期成果，以学生为中心，优化课程教学内容，改进课堂教学方

法，健全课程考核评价方式，持续改进课程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2. CIPP 模式与产出导向课程评估的契合性 

“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理念贯彻到课程教学层面，要求以培养目标为导向，立足毕业

要求达成，以学习者为中心，构建能够支撑达成毕业要求的课程教学模式和体系。具体到某门课程，在

明确本课程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达成的支撑度和贡献度的前提下，找准课程定位与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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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学生如何学”进行教学策略与方案设计，规划与建设教学条件与资源，执行教学策略与方案，评

价课程目标的达成度，并建立闭环运行的课程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以支撑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达成

[6]。由于课程质量形成于课程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7]，这就要求课程评估不仅要对课程实施的结果进行

评价，还要对课程设计与实施过程进行评价。 
 

 
Figure 1.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IPP evalua-
tion model 
图 1. CIPP 评价模式框架图 

 
图 1 呈现了斯塔夫比姆提出的 CIPP 评价模型。内圈为评估提供基础的核心价值，围绕在核心价值之

外的中圈是目标、计划、行动和结果等四个评估关注点，外圈则是为四个评估关注点服务的背景评价、

输入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4]。CIPP 评价模式一方面重视评价的形成性功能，以决策为中心，重视

评价反馈，为决策提供必要的信息，持续改进教育活动；另一方面也不忽视诊断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

将需要、问题、目标、条件、计划、实施、结果以及结果等影响教育活动过程的所有阶段都置于教育评

价的监视之下，发挥教育评价的全部功能[8]。 
综上所述，从评估的功能上来说，CIPP 评价模式在教育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发挥教育评价的功能，融

合了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重视评价的持续改进功能，与产出导向课程评估要求目标

达成评价和过程评价相契合。从评价关注点和评价要素上来说，背景评价对课程教学定位与目标的确认

加以监督，输入评价对教学策略与方案设计的选择、教学条件与资源建设、质量保障系统建设加以评判，

过程评价对教学策略与方案实施加以指导，结果评价对教学目标的达成度进行判断，CIPP 评价模式与产

出导向课程评估同样非常契合。 

3. 基于 CIPP 评价模式的高校产出导向课程评估指标内容 

3.1. 背景评价 

在背景评价中，主要通过查阅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确定课程的定位、课程目标的明确性以及课

程目标与课程所支撑毕业要求之间的对应关系，以确定为什么要开设这门课程，课程能让学生取得什么

样的学习成果。 
查阅人才培养方案，一是关注课程对毕业要求达成的支撑矩阵图，了解课程所要支撑的毕业要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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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支撑强度；二是关注课程开设性质以及课程的学分与学时，以了解课程的定位。查阅课程标准则主要

关注课程标准的两个方面，一是关注课程目标是否能够明确对应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具体指

标点以及具体化、可操作化和可测量；二是关注是否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3.2. 输入评价 

输入评价主要考察教学策略与方案设计、教学条件与资源以及课程质量保障系统能否支撑课程目标

的达成。 
教学策略与方案设计主要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课程教学内容首先

应关注课程内容是否能支撑课程目标的达成，即关注每个课程目标(细化的子目标)是否设置了对应的教学

内容，是否涵盖该课程所代表的学科知识体系、社会实际需求和学生职业发展需求。其次关注课程内容

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即将知识传递与能力素质提升有机融合，内容具有前沿性、时代性，具有

一定的难度，要跳一跳才能完成。第三要关注学生中心，即应考虑学生个性化需要，选择不同深度、广

度的教学内容适应不同学生的需要。教学方法应首先关注教学方法、手段的针对性，即应结合学生学习

特点以及教学内容，设计支撑课程目标达成所依托的教学环节，以及各环节拟采用的教学策略与形式、

方法与手段。其次关注教学方法是否能激发学习动机，能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学生参

与到教学活动中来。课程评价一是要关注能否支撑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即针对每个课程目标(细化的子

目标)制定详细的考核方式、内容、时间点和评分标准；二是关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即过

程性评价跟踪学生阶段性学习产出与学习状态，终结性评价判断学生达成课程教学目标所期望的学习成

果情况；三是关注是否运用多元的考核方式，综合考核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教学策略和方案设计

主要通过查阅课程大纲以及访谈教师的方式进行考察。 
教学条件与资源应着重关注教学团队、教材与学习资源以及场地、设备、经费支持是否能满足课程

教学的需要。高水平的课程教学团队是教学质量的有力保证，教学团队应首先关注体现在教学经验和教

学成果等方面的整体教学水平；其次关注教师学历、教学、科研和行业工作经历与所授课程的关联性程

度；其次关注团队成员人数以及实验教学教师、具有行业背景教师是否符合教学需要。教材作为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9]，应重点关注是否根据教材管理和选用相关制度选用新近优秀教材，提供参

考书目、实验指导书、习题集、案例库、学习网站等，为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性学习提供有效的资料清

单。场地、设备、经费支持除了关注数量、功能是否能满足课程教学的需要，还需关注是否构建满足学

生个性化学习需要的开放式、立体化的学习空间，例如线上线下、课内课外学习平台或空间。 
课程质量保障主要考察质量保障体系的系统性，应首先关注质量标准建设，即是否制定教学大纲/标

准、教材、备课、讲课、答疑、实验、课程评价等环节的质量标准；其次关注建立课程大纲/标准审查制

度；第三关注课程教学过程监督检查机制，即校、院两级教学质量评价机构和学生信息员对教学过程进

行监督和反馈情况；第四是课程目标达成度审查制度；第五则是课程持续改进机制。 

3.3. 过程评价 

过程评价主要从教学实施、教学投入、学习参与和教学过程质量监控等方面考察课程大纲/课程标准、

教学策略与方案的执行情况。 
教学实施主要关注是否按照课程标准/大纲执行课程进度、教学环节，特别要关注是否执行过程性考

核，了解学生学习的状态与阶段性产出，也要考察教师是否依据学生的学习特征、学习需求以及过程性

评价结果柔性执行课程大纲。教学过程质量监控运行情况则主要考察校、院两级教学质量评价机构对教

师教学过程的督察情况和学生信息员制度的执行情况，并关注监控信息是否真正反馈于教学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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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投入、学习参与是保障学生学习成果产出的关键因素。教学投入主要由专家/督导、同行、学生

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教师日常教学情况进行全面评价，可以从教学热情、教学组织、师生互动、师生

关系、教学广度、考核与评价、作业与阅读材料、功课量与难度等方面进行评价[10]。学习参与则由专家

/督导、同行通过听课、访谈学生、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考察，主要关注学生课堂参与和创新、同伴合作

与互动、学业学习习惯、与教师的互动及研讨以及学习时长等方面[11] [12]。 

3.4. 结果评价 

结果评价除了通过课程目标达成度以了解教学效果，还应关注课程持续改进机制的运行情况。课程

目标达成度一方面要关注课程达成度评价依据的合理性，主要通过对课程教学过程中的考试、作业、实

验报告等教学评价记录文档进行检查和判断。另一方面还要关注基于课程目标达成矩阵图和对不同年级

在校生、毕业校友进行问卷调查、访谈，详细了解学生在每个教学目标上的达成情况。持续改进机制一

方面关注教师是否从教学实施、教学资源与条件建设、教学策略与方案制定等方面分析教学质量与目标

达成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持续改进教学。另一方面关注学院层面的教学质量保障机构是否定期对课程达

成度进行审查以及对课程进行全方位的评估，将达成度审查结果和课程评估结果用于下一阶段课程的持

续改进。 

4. 实施建议 

首先，课程评估工作可以实行“分步实施，有序推进”原则，首先在师范类专业及开展其他专业认

证的专业试行。其次，教学单位作为教学质量保障的责任主体，四年内完成本教学单位所有课程的评估

工作。评估专家组可以由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系主任、精品课程或教学成果奖第一责任人、教学名师、

教学督导组成员、行业专家、用人单位负责人组成。第三，学校定期组织专家对各教学单位达到评优条

件的课程进行再评估，以确定是否评定为优质课程，同时对其他自评为合格的课程进行审查。建议学校

对评定为优质的课程给予表彰，给予一定金额的课程建设费或奖励，优先推荐为校级或省级精品课程建

设项目。对被评为优质课程的负责人，在评优评先及评聘专业技术职称方面给予优先推荐。课程被评为

不合格的，取消课程团队当年年度考核优秀及其他先进个人的资格，并取消课程团队当年晋升专业技术

职称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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