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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课程目标 4 课程目标 5

指标点 3-1 L1 L2 L2 L2 L1

指标点 4-1 L1 L3 L3 L2 L2

指标点 10-1 L1 L1 L4

注：L1 记忆；L2 理解；L3 应用；L4 综合分析

专业认证背景下《机电传动控制》课程达成度评价的探索与实践 
 

顾继俊  彭鹤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机械与储运工程学院 

DOI:10.32629/er.v3i7.2960 

 

[摘  要] 当前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教学质量提高的有效途径,是检验现在高等教育的新方法。在此背景

下,本文首先根据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对《机电传动控制》课程改革提出新要求,建立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的方法并进行实践,从而得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课程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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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机电传动控制》是一门为工科学生

开设的主干课程,是工科大学生尤其是机

电大类专业的大学生适应新技术发展所

不可缺少的重要知识组成部分。目前一些

高校已经开展了该类课程的教学改革工

作[1,2]。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本课程

在专业认证背景下引入了课程达成度评

价方法,该方法是一种以课程目标达成度

为引导,通过建立课程中各个环节对课程

目标的支撑关系并进行计算来评估学生

对于这门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以此对下

一步的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提供指导。因

此,如何建立一套科学客观的课程达成度

评价方法是至关重要的。 

1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对《机电传

动控制》课程达成度评价建立的要求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的核心理念是

“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和“持续

改进”[3,4],因此对《机电传动控制》课

程达成度评价的建立提出了如下要求：

课程要以学生为中心,建立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以成果为

导向,需要根据课程目标合理建立多元

化的课程考核方法；以持续改进为宗旨,

根据课程评价的结果为教学质量的持续

改进提供方向。 

2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

的对应关系建立 

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石油钻采专

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是我校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的毕业要求。《机电传动控制》课程具

体支撑了本专业三点毕业要求,具体为： 

指标点3-1：在石油工程装备领域的

工程设计、应用研究设计和生产管理工

作中,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

案,体现创新意识,并考虑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指标点4-1：具备通过查阅文献资料,

获取对机械工程领域内复杂工程问题的

现状及发展趋势并拟定研究计划和设计

实验方案。 

指标点10-1：能够就机械工程领域内

的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

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

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 

为达到这一毕业要求,《机电传动控

制》课程的最终目标确定为： 

(1)掌握机电传动系统动力学方法；

(2)掌握直流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和调速

方法,直流调速系统；(3)掌握交流电动

机的机械特性和调速方法,同步电动机

系统；(4)掌握接触器、继电器和PLC的

控制方法；(5)通过实验环节提高学生分

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此,我们建立了课程目标与毕业

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 

3 课程目标达成度体系的建立 

3.1课程考核方式的建立。课程考核

作为教学评价重要手段,对学生学习和

教师教学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传统考

核的主要形式是以期末闭卷考试为主。

这种考核方法有诸多弊端,一是会造成

学生考试临时突击现象,放松平时的学

习；二是不利于考察学生综合运用知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难于发挥创新性思维

能力。为了使课程考核更加科学、合理,

并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制定了本

课程的全过程考核和评价体系,将实验

成绩、课外作业、课堂研讨、课堂测验

等成绩计入课程总成绩。 

3.2考核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关

系建立。根据课程的具体目标设定各个

考核内容,并分解到平时作业、课堂研讨

和汇报、实验操作和期末考试等环节中

去。比如针对毕业要求“指标点10-1：

能够就机械工程领域内的复杂工程问题

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

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

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这条内容,

我们设计了课堂汇报环节,让学生以小

组为单位,针对复杂传动系统在实际生

活中的应用及其具体的工作原理为题进

行调研,并在课堂进行汇报,由教师和其

他同学提问互动和评分来进行该指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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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考核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

考核内容
各项考核分值计

算(分)

各项考核内容占总

成绩的分值(分)

对应课

程目标

学生此项平

均得分(分)

期末试卷-计算题 1,10 分 Q1 10×0.49=4.9 4.9 1 Q1′

期末试卷-分析题 1,15 分 Q4 15×0. 49=7.35 7.35 3 Q4′

期末试卷-简答题 1,10 分 Q8 10×0. 49=4.9 4.9 2,5 Q8′

…… …… …… …… ……

平时作业 2：4.1-4.3,Z2 3 3 2 Z2′

平时作业 4：4.6-4.8,Z4 3 3 2 Z4′

课堂汇报 1：Z5 3 3 3 Z5′

课堂汇报 2：Z6 3 3 3 Z6′

…… …… …… …… ……

控制箱实验 1：5分,S2 5 5 2、5 S2′

控制箱实验 2：5分,S3 5 5 2、5 S3′

控制箱实验 3：5分,S4 5 5 3、5 S4′

…… …… …… …… ……

表 3 课程目标达成计算表

课 程

目标
考核环节

单个课程目

标总分值
学生平均得分 单个课程目标达成计算

课 程

目 标

1

Q1 Q1=4.9 Q1′=2.94
课程目标达成度 a

/ /

1 2

1 Z 1
0 . 7 0

1 1

Qa
Q Z

λ λ= + =

其中：
1 2 0 . 5λ λ= =Z1 Z1=4 Z1′=2.39

课 程

目 标

2

Q5 Q5=7.35 Q5′=4.64 课程目标达成度 b
/ / / /

1 2 3 4

/ / / /

5 6 7 8

5 Q 8 Z 2 Z 3

5 8 2 3

Z 4 7 2 3
0 . 6 6

4 7 2 3

Qb
Q Q Z Z

Z S S
Z Z S S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其中：

1 2 3 4 5 6 7 8 0 . 1 2 5β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Q8 Q8=4.9/2 Q8′=2.48

Z2 Z2=3 Z2′=2.23

Z3 Z3=3 Z3′=2.45

…… …… ……

课 程

目 标

3

Q2 Q2=7.35 Q2′=4.10 课程目标达成度 c
/ / / /

1 2 3 4

/ / /

5 6 7

2 Q 3 Q 4 Z 5

2 3 4 5

Z 6 4 5
0 . 6 3

6 4 5

Qc
Q Q Q Z

S S
Z S S

γ γ γ γ

γ γ γ

= + + +

+ + + =

其中：
2 3 4 5 6 7 10 . 1 5 , 0 . 1γ γ γ γ γ γ γ= = = = = = =

Q3 Q3=4.9 Q3′=3.16

Q4 Q4=7.35 Q4′=4.08

Z5 Z5=3 Z5′=2.47

…… …… ……

课 程

目 标

4

Q6 Q6=7.35 Q6′=2.90 课程目标达成度 d
/ / / /

1 2 3 4

6 Q 7 1 6
0 . 6 4

6 7 1 6

Q S Sd
Q Q S S

ε ε ε ε= + + + =

其中：
1 2 3 4 5 0 . 2 5ε ε ε ε= = = =

Q7 Q7=4.9 Q7′=2.16

S1 S1 =5/2 S1′=2.26

…… …… ……

课 程

目 标

5

Q8 Q8=4.9/2 Q8′=2.48 课程目标达成度 e
/ / /

1 2 3

/ / / /

4 5 6 7

8 1 2

8 1 2

3 4 5 6
0 . 9 0

3 4 5 6

Q S Se
Q S S

S S S S
S S S S

κ κ κ

κ κ κ κ

= + +

+ + + + =

其中：

1 2 3 4 5 6 70 . 1 , 0 . 1 5κ κ κ κ κ κ κ= = = = = = =

S1 S1=5/2 S1′=2.26

S2 S2 =5/2 S2′=2.35

S3 S3 =5/2 S3′=2.17

…… …… ……

能力达成的评估。同理,在该课程期末考

试中设定了计算题、分析题、简答题、

设计题等题型,建立课程目标与期末考

试各个细分考核点的对应关系,最终形

成课程目标与各项考核内容的对应关系

及课程目标达成度表,如表2所示。 

3.3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在整个课

程结束后可以统计各个考核点学生的得

分,然后根据课程目标与各项考核内容

的对应关系可以计算出课程的目标达成

度J,其计算公式如下： 

1 2 3 4 5J a b c d eχ χ χ χ χ= + + + + (1) 

该值大于0.6,即为达成了课程目

标。其中 1 2 3 4 5 0.2χ χ χ χ χ= = = = = 。

a、b、c、d、e则分别代表课程目标1到5

的达成度计算,具体如表3所示。 

注： 为自己

定义的各项考核环节对达成课程目标n

贡献的比例系数,其各单项系数之和应

为1,即  

 

 

即各项课程目标的达成度是用各考核项

的加权平均求得。最后的课程目标总达

成度也是加权平均。 

表3中的数值为本课程最近一次考核

的真实得分统计,由此得出课程目标a、b、

c、d、e的具体得分,并最终计算得出本课

程的达成度J=0.71。上述计算结果表明,

本学期课程总目标达成度达到了0.6以上,

因此本课程的课程目标已达成。 

4 课程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 

根据以上课程达成度的计算方法和

计算结果,我们得到课程目标1为0.70,

处于中等水平,说明学生基本掌握了机

电系统动力学基本知识；课程目标2为

0.66,分值较低,说明学生对于直流电动

机的机械特性和调速方法掌握不好；课

程目标3和4分别为0.63和0.64,依然处

于较低水平,说明学生对于交流电动机

的机械特性、调速方法和接触器、继电

器、PLC的控制方法掌握不牢固；对于课

程目标5为0.90,分值较高,说明学生实

验环节的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较

好。根据以上分析,在下一步的教学当中,

将需要重点加强直流和交流电机的机械

特性、调速方法、接触器、继电器、PLC

的控制方法等知识的学习。 

5 总结 

近年来开展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

保障和提升工程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

而课程教学是工程教育中最基础的环节,

其教学改革的方向必须围绕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的基本理念和标准。本课程的教

学改革首先是建立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

指标点的对应关系,并根据课程目标合

理建立多元化的课程考核方法,然后进

行了课程目标达成度体系的建立并进行

了计算,最后根据计算结果进行了深入

分析得出该课程中学生对各个知识点的

掌握情况,为课程下一步的持续改进提

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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