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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工科背景下，企业对高校工科学生的创新能力及实践能力的要求在逐渐提升。学生在高校主要通过专

业课程学习来获取专业知识，因而如何有效的进行课程考核改革来提高学生专业水平成为了高校亟需思

考的问题。本课题以计算机专业核心课程《Java EE框架技术》为例分析了目前该课程过程性考核的不足，

并进行了多元化改革，针对以往考核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并形成了一套适用于计算机

专业的课程考核方式，为学校其他类似课程进行考核改革提供借鉴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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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engineering background, the requirements of enterprises on the innovative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gradually improving.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ainly acquir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rough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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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s, so how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curriculum assessment reform to improve students’ pro-
fessional level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onsider. This topic takes 
the core course of computer specialty “Java EE Framework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process assessment of this course, and has carried out a diversi-
fied reform.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evious assessment, the corresponding solu-
tions have been put forward, and a set of curriculum assessment methods suitable for computer 
specialty has been formed,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assessment reform of other similar courses 
in th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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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新工科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企业也由传统的手工业进入信息化时代，企业对信息技术人才的需求

也逐渐增强[1]。尤其在互联网行业，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时代的到来，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对技术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而，对于高

校而言，如何培养出和企业接轨，适应时代发展的技术人才成为高校计算机类专业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国家教育发展改革方案中，也曾明确指出新时代高校需要培养出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具有求知欲和

探索欲的创新型人才[2]。因而，对于高校而言，极有必要对课程考核方式进行改革，采用多元化的评价

体系，多维度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内驱力，从而培养出高素质技能型人才[3] [4]。本文以计算机专业核心课

程《Java EE 框架技术》为例进行课程过程性考核分析并展开应用研究，期望以此为例探索出适合计算机

课程的多元化考核方式。 

2. 课程考核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新工科最传统的计算机教学是以课堂上课为主，教师在课堂上教授知识点、学生被动接收[5]。随着

时代的发展，高校也意识到这种模式很难培养出实践能力强的学生，各个高校也开始对计算机课程教学

模式进行改革[6]。在教学形式上，由传统的完全由教师教改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教学场所上，

很多高校也逐渐采用一体化教学或理论实验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方便学生在学习完理论知识后，能及时

跟随教师的思路进行实践操作；在课程考核方式上，部分课程也意识到仅仅通过期末考核的方式难以约

束学生平时的学习过程，针对此情况，有些课程也做了调整，由传统的试卷考试改成实践操作考核。不

可否认，这些教学方式的改革确实明显提升了计算机专业课程的教学效果，但和企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

还有较大差距。本课题以计算机专业核心课程《Java EE 框架技术》为例从课程过程性考核上分析，发现

该类课程考核方式上仍存在以下问题。 

2.1. 考核方式单一、深度不够 

《Java EE 框架技术》是计算机专业中较重要的一门课程，课程难度大，同时对学生的前置课程基础

要求较高，在教学中该课程考核形式主要由出勤、课后作业、期末项目或期末考试组成。本课程虽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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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过程性考核，但考核形式深度不够，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对过程性考核的感知度较低。比如出勤，为了

保证课堂教学时间，教师可能不会每堂课点到，这就导致部分同学出勤不积极，迟到旷课现象时有发生。

课后作业本是为了督促学生巩固课堂内容，但因对课程知识理解不够，导致作业完成效果较差，甚至出

现大面积雷同的现象。期末考核大部分教师是要求完成综合项目，很多同学采取“临时抱佛脚”的心态，

在临近课程结束拿到考核要求后，有不少同学直接借鉴网上案例提交项目作业，缺乏自身思考。针对以

上现象，可以采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工具进行考勤，这样既不占用上课时间，又能让教师了解学生的出勤

情况。课堂上教师需提升课堂质量、增加与学生互动、设置课堂作业，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某项

教学任务，以此减少学生作业大面积借鉴别人的情况。    

2.2. 考核方式不利于激发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现有的计算机课程考核方式主要是平时作业和期末考核，平时作业主要考核学生对课本知识的理解，

针对本学科开放性课题的引入或前沿知识的探索涉及较少，因而学生对学科的理解深度不够，知识的掌

握度也仅限于教师课堂教授的内容。比如《Java EE 框架技术》这门课程中平时作业的考核基本还是围绕

课堂案例展开，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掌握还是在基础知识的层面，仅有小部分学习积极性较强的学生会继

续主动探索、深入学习，大部分学生还是停留在课堂知识，因而不利于学生创新性思维开发。针对此现

象，课程考核中应引入专题汇报、主题讨论等过程考核。通过教师发布前沿课题，小组讨论的方式，不

定期进行小组调研汇报，激发学生主动探索的积极性。 

2.3. 考核结果没有及时和学生反馈 

课程考核中往往都会涉及到课后作业，目的是巩固加强学生对于课堂知识的掌握情况。但是在长期

的课程考核中，出现的问题是教师忙于备课、准备学生实验、科研等工作，导致作业的批改不及时，学

生认为平时的作业没有意义。因而，这也要求教师在平时教学中注意作业情况的及时反馈，最好能在下

一次课前将作业批改完成并在下一次课堂上把要点和同学们讲清楚。 

2.4. 考核评价主体单一、效果欠缺 

在往常的课程考核中，考核内容的制定包括评分基本都是由本课程的教师进行制定和考核。教师一

般会在第一次课课堂上将考核要求告诉学生，在后期课程上对考核要求的提及较少。这种考核方式导致

学生对课程过程性考核的感知较低，甚至很多同学不清楚自己的最终成绩是如何得来的，这也间接让学

生认为课程成绩就是由期末成绩决定。教师在进行过程性考核时，也缺乏和学生的沟通，一般是在临近

期末阶段，将各项过程性考核的成绩进行统计再得出学生最后成绩。教师在进行成绩评定过程中，会根

据学生的平时表现、作业情况进行打分，这也容易导致对学生的成绩评定较片面。 

3. 过程性考核改进方案设计 

在新工科背景下，根据现有的学生学情，针对《Java EE 框架技术》课程需要掌握的课程基础知识、

重难点知识进行了梳理，重新拟定了多元化课程考核方案。新的课程考核内容要求学生既要掌握课程的

基础知识，又要具备《Java EE 框架技术》课程需要具有的实操能力，同时还要了解本课程的前沿发展状

况，最好具备一定的文献阅读及分析能力。根据以上标准，重新制定的《Java EE 框架技术》课程考核方

式如下： 
1) 出勤及任务点学习 
在每次课课前 5 分钟教师使用超星学习通 App 进行签到，设定签到时间为 15 分钟，签到形式可以

为：普通签到、手势、位置、签到码签到。签到成绩占比 5%。《Java EE 框架技术》是一门综合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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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很多基础不扎实的学生难以跟上教师的进度，为了弥补这一缺点，教师在学习通上建立了本课

程的线上资源，里面有课程的 PPT、相关学习视频及案例。线上资源既可以作为基础较薄弱学生的课后

学习资料，也可作为学习成绩好的学生的预习资料。在超星 App 中，这些学习资源也以任务点的形式出

现，要求学生学习。任务点的学习在总成绩中占比 5%。 
2) 课堂互动 
为了有效提高课堂活动的学生参与度，课堂教学中教师需增加更多的课堂学习活动。比如在课堂中

使用学习通发布主题讨论、选人答题、抢答等环节，活动内容需要难易适中，主要考察学生对课堂知识

的掌握度。通过学生的课堂反馈，教师可以及时掌握学生对某一知识点的理解情况，及时调整教学活动。

课堂互动在总成绩中占比 10%。 
3) 随堂小测 
针对学生课后作业积极性不高、重复率较多的问题，教师可以采用超星 APP 开展随堂练习。要求教

师在课前将随堂练习题目编辑进超星平台，设置活动时长，要求学生在课堂内将作业完成并提交。结束

后教师对大家的作业情况进行评定并查看整体得分情况，下次课堂上对出错较多的题目进行讲解并把完

成较好的同学的作业推送给全班同学学习。随堂小测在总成绩中占比 10%。 
4) 小组专题调研 
第一次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分组，教师根据目前课程的前沿发展情况拟定若干课题供学生选择，学生

根据选择的课题开展专题调研。调研时间为 5~6 周，学生小组需要根据课题查找资料、文献形成相应的

调研报告或论文，之后由小组内某一位学生进行成果汇报，小组汇报成绩由教师及其他小组互评综合平

均计算。小组专题调研在总成绩中占比 10%，小组内成员成绩由组长根据本小组成绩进行评定。  
5) 课后实验 
《Java EE 框架技术》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基本的网站框架开发能力。在前面的

随堂小测中，教师可以设置一些难度接近课堂案例的作业供大家完成。定期在学习通发布课后实验作业

并设置提交时间，作业的难度稍高于随堂练习，允许学生查阅资料，课后实验作业中也给出部分提示供

学生拓宽思路。课后实验完成后，教师发布答案，批改设置成学生互评，这样学生之间互相学习，同时

在下次课课堂上可以挑选完成较好的同学上台讲解思路，增加学生间的学习交流。课后实验环节在总成

绩中占比 10%。 
6) 期末综合项目 
课程过程性考核的最后考核环节为期末综合项目考核，教师在学期中巡将期末综合项目考核要求发

给大家，要求学生根据考核要求思考自己需要完成的项目，之后再根据选定的题目实现综合项目。课程

最后一次课课堂上，每位同学需要上台演示自己的项目并且回答问题，教师根据项目的完成情况及问题

的回答效果进行成绩的评定。除此之外，每位学生还需要根据自身的项目撰写一份项目文档，在最后一

次课结束前提交至学习通。期末综合项目环节在总成绩中占比 50%，其中项目完成及答辩成绩占比 40%、

项目文档占比 10%。 
采用以上过程性考核方式，避免了学生只关注期末成绩而忽略平时学习，在平时的课堂活动中，教

师最好能随时提醒每一项过程性考核所占的比重并告知学生在每项过程性考核中所得的成绩，提升学生

对过程性考核的感知。在以上的过程性考核中，平时课程活动的总占比为 50%、期末占比 50%，评价主

体也由教师变成了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在专题活动、实验环节，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实践及创新能力。 

4. 过程性考核实践保障 

为了保证过程性考核方案在《Java EE 框架技术》课程中得以顺利开展，在实践中需要调整上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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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实时关注评价方案的合理性，具体体现如下： 

4.1. 采用混合式课程教学方式 

为了提升教学效果，课程采用混合式教学方式，利用超星学习通构建线上课程资源，线上发布课后

学习任务点，课堂内进行重难点及案例讲解。为了保证课程过程性考核的顺利开展，线上利用超星学习

通构建课程互动、在线测评、课后实验等环节，教师利用学习通大数据分析了解学生每个知识点的掌握

情况，便于教师实时调整授课计划。线下通过小组调研、学生实验展示、项目展示等环节增加和学生的

互动性，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最终将线上、线下考核成绩汇总成本课程的最终成绩。 

4.2. 多主体共同参与多元化评价方案制定及认可 

课程评价方案的制定需要有多主体的参与、多元化的考核形式才能体现考核的公平、全面[7]。在本

课程过程性考核方案的制定中，首先由课程组根据课程特征制定课程考核方案，之后再由系领导、课程

组、学生代表共同参与讨论课程考核方案的合理性，对不符合实际的考核指标及时进行调整。在课程过

程性考核中，采用教师评定、学生互评、小组互评等多主体互评方式。学生互评是为了让学生互相学习，

了解自身不足。小组互评提升了小组内的团结精神、组间的竞争意识及相互间取长补短。教师评定为了

保证成绩的公平性，并且实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通过多主体、多元化考核方案的制定，提升学生课

堂参与度，让学生将所学课程知识点真正做到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4.3. 根据学生情况，不断完善过程性考核方案 

多元化课程过程性考核方案要顺利实施，需要教师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教

学观念有了更高的要求。因而在实际开展过程中，要不断细化和完善教学初期、中期和末期的教学检查

工作。教师可通过学生问卷、督导听课、教师听课等形式发现自身不够完善的地方，不断调整教学形式、

完善考核内容。课程组也可定期开展课程教学会议，分享经验、讨论需要进行完善的内容，以此提高课

程教学质量[8]。 

5. 结论 

课程多元化过程性考核的制定有利于提升课程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让学生真正掌握课

程内容、达到课程考核要求，从而培养出企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本文以计算机专业中的核心课程《Java 
EE 框架技术》为例，分析了传统过程性考核的不足并提出了新的考核方案，通过优化考核方案来提升课

堂质量、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创新力、综合能力，以适应学生发展多样化需求。今后的课程教学中，教

师仍需继续探索，设计出更加适合学生发展的课程考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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