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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建设的意义

在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处于

直接关系到

学生在大学四年的
学习，最关键不是
你是哪个专业，而
是你上了什么课，
甚至是上了谁的课

1



一、课程建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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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专业培养方案，课程体系

理念课程

教师，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

领悟课程

任课教师课堂教学

实施课程

体验课程

学生体验

偏差

偏差

专家学者、高校管

理者、教师、学生对课

程有不同的认识与理解，

也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质

量需求。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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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评估模式的发展

学科专家

学科专家

学生

教师

标准

教 学

毕业要求

从“教”

出发，难

与”学”

建立关联

回归课

程本质

课程属性：
教师团队、教学内
容、教学设计、改
革举措与成果

课程设置：
课程内容的内在联系、
课程体系逻辑性与实施
的可行性

课程实施：
对单门课程的某些要
素或实施环节的评估

学习效果：学生成绩

评价主体 评价内容 评价重心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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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课

达程度评价

方案修订
学生评教
学生评课
专家评课
专家评教
试卷评估
……

01 现行模式



二、课程评估模式的发展

基础知识 专业知识 分析能力 设计能力 合作能力 ……

课程1 H H L

课程2 H H H

课程3 H H

课程4

课程5

…… 知识能力矩阵

支持

支持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素质要求

学校“工程精英、社会中坚”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国家发展与行业需求。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

业素质要求建立联

系。以学生发展反

映课程质量。

4

课程达成度评估

02 重要发展



二、课程评估模式的发展

5

是否能更加凸显学生主体地位， ？

是否能从开放的、多群体的视角 ？

03 引发思考

工程师（职业要求）、专业（毕业

要求）、课程（教学目标）、学生

四者建立了联系

智能时代的开放性、变革性（知识

更新、技术迭代、行业的发展）



二、课程评估模式的发展

毕业要求
（动态总体）

培养目标
（动态总体长远）

课程设置

课程实施

学科专家 行业专家

用人单位

在校生

毕业生

学生成绩

学生体验与感受

教育收获

评价
内容

评价
主体

学生
主体

研究人员

评价
重心

教学（动态）标准（静态）

教师

04 探索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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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评价工作的开展情况

教育生态视角下多视角课程评估

• 以教育生态学理论为指导，多角

度审视课程，更全面反映课程质

量，进一步加强课程质量管理，

系统优化课程设置，促进培养目

标达成。

学生主体视域的全过程课程评估

• 从学生的主体视角充分“体验”

课程，更深入了解课程实施质

量，进一步加强课程建设，深

化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促进学

生增值发展。

三、南京理工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01 多视角课程评估

三、南京理工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课程实施

课程设计
社会需求

学校培养目标

专业毕业要求

学生感知

支持度 匹配度

实施效果 学生发展

8



01 多视角课程评估

三、南京理工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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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负责人
培养目标

专业课程
基础课程体系 结构关系

研究人员
培养目标

新工科新要求
专业课程体系 教学目标

内容选择

组织形式

课程

设置

培养目
标达成

行业专家 行业需求 专业核心课程

学科专家
学科发展

改革要求
专业核心课程

用人单位 社会需求 专业核心课程

毕业生
培养目标

自身发展
专业核心课程



01 多视角课程评估

三、南京理工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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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课程体系

教学安排

的合理性

支撑专业培养

目标的程度

教学内容

的合理性

教学目标

的合理性

课程对教
学目标的
支持度



01 多视角课程评估

三、南京理工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基础课程评价得分表（按得分高低排序）

课程名称
教学内容的合
理性（5分）

教学安排的合
理性（5分）

教学目标的合
理性（5分）

支撑专业培养目标
的程度（5分）

均分

线性代数 4.55 4.6 4.55 4.5 4.55
Visual C++课程设计 4.4 4.65 4.65 4.4 4.53

金属工艺实习 4.4 4.4 4.4 4.7 4.48
体育 4.51 4.48 4.48 4.44 4.48

高等数学 4.45 4.4 4.5 4.5 4.48
……

电路 4.5 4.25 4.5 3.75 4.25
工程技术实习 4.15 4.35 4.15 4 4.16
工程制图 4.2 4.2 4.1 4 4.13

Visual Basic课程设计 4 3.75 4 3.75 3.88

（1）基础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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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多视角课程评估

三、南京理工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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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核心课程

研究人员校外学科专家行业专家/用人单位毕业生

评价专业核心课程

设计、内容、教学

及考核的科学性。

评价专业核心课

程对职业发展的

有效度。

对标新工科专业背景

下人才素质需求评估

专业课程的吻合度。

评价专业核心课程

与行业要求、未来

发展的符合度。



01 多视角课程评估

三、南京理工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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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多视角课程评估

三、南京理工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18

专家类别 指标项
03027802 03021501 03025402 03132103 03232103

指标
项均分环境监测

大气污染
控制工程

固体废物
处理工程

水污染控
制工程（Ⅰ）

水污染控
制工程（Ⅱ）

学科专家

课程教学目标与专业培养目标
的关联度

4.25 3.75 4.00 5.00 5.00 4.40

课程的综性、挑战性、适应性 4.00 3.75 4.25 5.00 5.00 4.40

教学安排的合理性 4.00 3.75 4.00 5.00 5.00 4.35

教学理念与教学设计的先进性 4.50 4.25 4.50 5.00 5.00 4.65

考核内容、方式、结果的效度 4.00 3.75 3.75 5.00 5.00 4.30

行业专家
课程内容与行业求、未来发展
的符合度

4.25 4.50 4.25 4.25 4.50 4.35

用人单位
课程内容与行业求、未来发展
的符合度

2.17 2.50 1.67 2.33 2.33 2.20

毕业生
课程内容与您实际工作内容相
近程度

3.57 3.35 3.27 3.35 3.53 3.41

课程对您职业发展的影响程度 3.67 3.42 3.28 3.53 3.78 3.54
均分 3.82 3.67 3.66 4.27 4.35 3.96 
折合分 76.47 73.38 73.27 85.47 86.98 79.11 

专业核心课程评价得分（环境工程专业）

较
低

（2）专业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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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京理工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19

专业核心课程评价得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较
低

（2）专业核心课程



01 多视角课程评估

三、南京理工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专业课程教学目标对“新工科”背景下对人才的能力与素质要求覆盖情况

主题词表 覆盖能力素质

知识
专业知识 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基本原理 96.9%

整合交叉知识 人文素养、自然科学、科学思维、科学素养 21.9%
前沿知识 行业动态、理论前沿、前沿技术 25.0%

认知能力
认知技能

分析、综合、判断、探究、使用工具、文献检
索、获取信息、信息资源应用

93.8%

交流能力
交流能力、书面表达、解释数据、外语、语言
能力

46.9%

应用创新
应用能力

设计、开发、解决危机、解决复杂问题、规划
、预测、实验

56.3%

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创新意识、批判性思维、研究、反
思

96.9%

社会合作

社会文化共融
社会影响、热爱祖国、国际视野、多元文化、
跨文化、国际化、环境意识

0.0%

协作共享
利他精神、肯定别人、接受他人意见、待人之
道、组织管理

34.4%

职业伦理
职业道德、职业规范、服务意识、敬业精神、
法律意识、质量意识、效益意识、健康意识、
安全意识

25.0%

终身学习 可持续发展 适应发展、不断学习、自学能力、明确规划 6.3%

对照新工科背景下人

才素质能力结构、中

国工程教育认证所提

出的12项毕业要求、

研究人员对1724门专

业课程进行了对比分

析。

（3）专业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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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京理工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3）专业课程体系

第三方公司

根据全国人才招

聘网站对“电气

工程及自动化专

业”人才招聘大

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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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多视角课程评估

三、南京理工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3）专业课程体系

第三方公司

根据全国人才招

聘网站对“电气

工程及自动化专

业”人才招聘的

大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如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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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京理工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3）专业课程体系

14.64 

12.64 

12.24 

10.17 

9.06 

7.64 

7.46 

7.37 

2.65 

2.43 

2.33 

2.27 

2.19 

1.50 

1.39 

1.28 

1.05 

0.86 

0.41 

0.41 

11.39 

6.26 

5.98 

10.44 

4.36 

7.30 

12.43 

7.21 

2.75 

4.27

3.32

4.36

2.09

2.85

3.99

1.52

1.24

5.12

1.9

1.24

0 2 4 6 8 10 12 14 16

控制技术能力

C语言程序设计

CAD应用

大型电机运行与故障诊断

常用办公软件

检测技术能力

电力系统知识

电路知识

供配电技术能力

电机知识与技术

发电厂电气部分

系统建模

电力系统分析能力

开关电源设计与应用

高电压技术

信号分析与处理

新能源发电技术

电气工程设计能力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交直流调速

市场需求

本校本专业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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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多视角课程评估

三、南京理工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具体建 议

⚫ 基础课程应加强与专业教学的衔

接，分模块重组教学内容。

专业负责人：

⚫ 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合理选择教学方

法，注重过程考核，关注不同课程之

间的内容重叠和知识点空白等。

校外学科专家：

⚫ 要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给学生提供更接

近生产实际的学习经历。

毕业生、行业专家、用人单位：

⚫ 工程教育更在于强化深层次的技能——与

人交往、社会敏感性、掌握知识能力等。

研究人员：

20

大数据分析：

⚫ 要加强学科知识交叉，培养非技术性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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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京理工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2018版本科人才培
养方案制定工作的相

关文件和报告

制定原则
学生中心、学院主体、强化实践

创新融入、行业对标、国际接轨。

己 任

要对照“新时代”、“新工科”

背景下对高素质人才的核心素质

要求；对照学校“工程精英”、

“社会中坚”人才培养目标认真

分析，实现目标一一对应。

目标要求

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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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京理工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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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课程调整

2018版课程体系调整

⚫ 计算机语言类课程进行了重新设计，以C语

言和VC++为主体。

⚫ “大学英语” 减少必修学分至8学分，构建

通用英语+进阶英语，基础必修+实践选修的

分级、分轨、分模块教学，适应各专业人才

培养的个性化需要。

⚫ “电路”课程改革教学模式，采用课堂讲授

与教学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增设1学分“电路

综合实验”课程，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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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京理工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23

专业培养目标调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培养目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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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京理工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24

专业课程调整

要求每个专业 ，将毕业要求落实在每门课程中，



三、南理工的探索实践

02 全过程课程质量评估

⚫ 课程教学实施

⚫ 实施成果产出——

学生发展

⚫ 课程体系设计

⚫ 课程教学设计
专业

学生

25



三、南理工的探索实践

02 全过程课程质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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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我报告

的教育收获
课程实施效果 专业发展潜力

学生自我报告

的教育收获
课程实施效果 专业发展潜力

学生的体验

2013专
业评估

2017专
业评估

学生成就表现

（毕业率）

学生成就表现

（毕业率等）



三、南理工的探索实践

02 全过程课程质量评估

学业挑
战度

严格
程度

生师
互动

教师
反馈

有效性
多元
评价

激发学
生志趣

七个指标

学生课程学习成果产出的重要指标

自我报告信息分析 探究式学习 整合性学习高阶学习 反思性学习学习投入 合作性学习

选取2-4年级
学生为对象

27



三、南理工的探索实践

02 全过程课程质量评估

学业挑战度 课程要求严格程度 课堂教学 教师反馈 激发学习志趣 生师互动 测评-多元评价

南理工 48.63 45.74 75.34 64.65 70.96 39.86 38.31

“211院校”常模均值 48.06 45.13 73.60 64.05 70.75 34.07 40.88

0

20

40

60

80

学生体验与感受相关指标均值

南理工 “211院校”常模均值

以2-4年级学生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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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理工的探索实践

02 全过程课程质量评估

29

学习投入程度 高阶学习 信息分析 探究式学习 反思性学习 整合性学习 主动合作学习
自我报告的教育

收获

南理工均值 52.81 60.89 51.55 55.26 62.97 58.07 58.94 60.39

“211院校”常模均值 49.47 59.67 50.57 53.14 63.68 58.91 59.55 58.18

0

20

40

60

80

学生学习成果产出部分指标均值

南理工均值 “211院校”常模均值

以2-4年级学生为对象



三、南理工的探索实践

02 全过程课程质量评估

0

100

100 120 140 160 180

教学实施 Line Fit  Plot

主动投入学习 预测主动投入学习

结果表明，只有 ，才可能有着良

好的教学实施效果，才能让学生投入学习，能够有所收获，

30

0

20

40

60

8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教学实施 Line Fit  Plot

自我报告的教育收获（SSLO） 预测自我报告的教育收获（SS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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