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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成果导向理念的工科专业课程考核存在的共性问题,提出基于课程目标分解点逐项检

验的考核方式,融合信息化教学平台,形成科学准确的考核机制,以验证目标达成度,并促进教与学的持续

改进,培养出新时代需求的合格工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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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mo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examination of engineering specialty 

courses based on the achievement-oriented concept, puts forward the examination mode of item-by-item 

examination based on the decomposition point of the course objective, integrates the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platform, and forms a scientific and accurate examination mechanism, to verify the degree of goal 

achievement, 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 train qualified engineering 

talents for the new era. 

[Key words] result-oriented; course assessment; goal achievement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outcome based education,简称OBE)

是以学生的学习成果为教学导向,其核心要素是“学生中心、产

出导向、持续改进”[1][2],贯穿从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

教学设计－教学组织与实施－教学成果的全过程,通过课程

考核检验成果是否达标,并根据发展与需求进行不断改进,最

终为国家与社会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工科专业具有工程应用

性强的显著特点,随着社会科技的飞速发展,具有多学科多专

业融合交叉性的新工科随运而生,需要培养出知识面宽、应用能

力强、综合素质硬的复合性人才。通过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改革

教学模式与方法,可以实现工科专业人才的培养,但是否达到既

定目标,则需要进行全面的考核,课程考核是检验教与学成果的

有效手段。 

众多高校的工科专业课程考核进行了改革[3],几乎都增加

了过程考核内容,对于考核形式也相对灵活,但总体比较粗糙,

没有针对具体目标分解点的进行考核,无法准确衡量课程教学

目标的达成。本文以土木工程这一典型的工科专业的专业核心

课《工程施工技术》课程为例,阐述基于成果导向的课程考核改

革研究的要点问题。 

1 成果导向理念下工科专业课程考核存在的问题 

1.1考核主体没有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课程教学与考核评价仍然多以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

没有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在这种模式下,教师和教和学生

的学难以形成统一整体,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不能被激发,导致预

定的课程教学目标无法真正实现。师生间呈现考核与被考核的

关系,学生的学习目的被定义为通过考试,导致学习态度不端正,

甚至出现考试作弊现象。 

1.2考核内容以重理论知识轻应用能力为主 

考核内容侧重于教学大纲和教材中的知识点,呈现出理论

性较强、公式记忆性类知识占比高,对应素质教育的能力与素质

目标的实践能力与综合素质的考核较少。大多数学校都存在学

生在考前突击学习而应付考试的情况,不能灵活将理论知识应

用于解决工程问题上。 

1.3课程考核形式单一成绩评定不合理 

考核形式一般分考试、考查,考试课通常为纸笔试卷考试为

主,考查课相对灵活,部分考查课以论文形式进行考核。通常成

绩分布为平时30%、期末70%,且两项成绩均应超过各自总分的

60%方能计入总成绩,否则按不及格处理。平时成绩一般包括出

勤、作业、平时测验,出勤即得分而过考查学习效果,作业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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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即得分而不辨别是否抄袭,期末成绩以最终期末试卷分数

为准,且以闭卷为主。导致学生重课程分数而轻学习过程的能力

与素质培养。 

1.4课程考核不能促使教与学及时改进 

各学校或同一学校课程考核标准不统一[4],任课教师自主

决定所教授课程的考核内容及形式,随意性较大,科学性无法保

证。且众多高校对教师和对学生的考核评价制度不尽合理,无法

激发教师进行课程考核改革的动力,且由于高校扩招导致部分

教师的教学能力及水平有所欠缺,对于教学目标及实现途径理

解不透,更不能有效发挥课程考核的作用。 

2 成果导向理念的课程考核思路 

成果导向理念的课程考核是针对教学目标而言,以学生的

知识、能力、素质融合的全面发展为中心[5][6],通过对教学目标

进行分层分解,制定教学内容、教学设计,组织教学实施,并将考

核贯穿于教学全过程,以检验教学效果是否达标,以便进行持续

改进。以土木工程专业的《工程施工技术》为例,根据课程在专

业中的定位及性质,将课程教学目标设置为知识、能力、素质三

层级目标,又根据各教学单元与课程总目标的支撑关系,划分单

元教学目标及次课教学目标。针对各级目标进行宏观、细观及

微观的教学策略,并通过合适的考核方式对各目标进行检验,并

对不达标的项目及个体进行改进。见表1。 

课程采用云班课信息化教学平台辅助教学,分为课前学习、

课堂教学、课后任务三个阶段,各阶段针对教学目标设置适宜的

教学内容、实现途径、考核与测评方式。采用多元测评方式,

教师评价结合学生自评、学生互评、小组评分、助教评分,必要

时可请企业或其他教师及学生进行评价。 

3 成果导向理念的多元多维课程考核应用 

3.1云班课辅助教学的各类测试考核与测评方式 

此类测试考核在云班课信息化平台上进行,学生可使用手机

APP或电脑进行操作,测试内容主要包括课前小测、课中测验、课

后检测,主要考核题型有单项选择题(每小题1分)、多项选择题(每

小题2分)及填空题(每空1分),学生答题提交后,平台自动计分。每

次测验均包含全部或重要的知识点,难度层次涵盖简单、中等及难

三种,在测验题后附有解析,可设置结束考核后查看。《工程施工

技术》课程设置学生成绩需达80%方按通过计,否则需要重新进

行组题测试,直到符合要求,即意味知识目标的达成。 

3.2头脑风暴形式的课程小结考核与测评方式 

每次课程结束后,均设置一项头脑风暴任务,要求学生从知

识获得、能力提升、素质培养三方面进行总结,查找自己的不足

及改进措施,并提出课程教学的建议。这项任务主要考察学生的

专业知识的逻辑组织能力、文字表达能力、总结能力、剖析能

力及思想意识。参与此项任务即得相应经验值,教师或助教可择

优进行点赞加分。 

3.3综合案例分析类作业任务考核与测评方式 

在课堂教学及课后,设置与教学内容相关联的实际工程应

用问题,以考查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设

置案例分析题,考查学生专业知识的应用情况,锻炼其批判性思

维及创新思维。教师在云班课平台设置参考答案,由学生自评+

学生互评+助教评进行综合评分。 

表1 课程目标与课程考核方式对应表 

知识

目标

知识 1：精确掌握土木工程中主要工程的施工流程、技术、工艺及

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原理及编制方法；

知识 2：掌握土木工程施工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及发展动态；

实现途径

1. 课前慕课视频资源学习及课后巩固；

2. 云班课学习资源反复阅读；

3. 施工规范、图纸、案例时时对照；

4. 参考教材知识主线；

5. 施工动画、视频学习；

6. 施工现场学习；

课上要点回顾与重点内容解析；

考核方式

1.课前幕课学习测试；课后深度

测度；

2.拓展资源学习核心点讨论；

3.课堂测试与练习；单元知识测

试；

5.期末试卷考核。

测评方式

1.信息化平对各种测试自动

评分；

2.平台自动计参与讨论经验

值,师生点赞加经验值；

3.师评期末试卷。

能力

目标

能力 1：能合理选择施工工艺、方法,准确编制初步施工方案及单

位工程组织设计,能合理组织、指导施工,能按文件进行工程验收；

能力 2：能发现、分析、解决土木工程施工中有关技术与组织计划

中出现的复杂工程问题。

实现途径

1.实施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课上讨论、问答；

2.以优异鲁班工程及超级工程施工方案为例,讨论分析施工要点,

并设置编制任务；

3.对各类工程模拟验收环节；

4.以案例分析及找碴找错的形式培养发现、分析、解决复杂问题

的能力；

考核方式

1.课堂接龙互动问答；

2.课后编制能力类作业任务；

3.课后案例分析类作业任务；

4.模拟验收中专业能力表现。

测评方式

1.学生接满意度进行评价得

分；

2.小组互评；

3.师评与助教评；

4.学生自评与互评；  

素养

目标

素养 1：具有社会责任感、家国情怀,能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

素养 2：具有团队协作精神、有效沟通与表达及终身学习的能力。

实现途径

1.通过各类工程事故、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超级工程等思政载体；

2.小组学习模式共同讨论、分析问题；布置小组作业,课程小结,

课上随机发言；发布挑战性的任务促使自主学习。

考核方式

1.话题类表述类任务,检验其社会责

任感与家国情怀；

2.对工程事故深层次分析与总结任

务；

3.小组任务的分工、协作情况；

4.撰写课程小结；

5.组内讨论、课堂随机抽取发言情况；

6.拓展任务完成情况。

测评方式

1.学生自评；

2.学生互评；

3.小组互评；

4.教师评分；

注：可随机组合

 

3.4团队协作的小组任务考核与测评方式 

在每单元均设置小组协作任务,包括PPT制作、视频录制编

辑、访谈报道、大型案例分析及模拟验收等任务,考核学生的团

队互助、有效沟通与交流的能力。小组通过演示任务成果获得

评分,一般由组间互评及教师打分组成。 

3.5课程考核成绩计算 

课程考核成绩由教学过程考核及期末试卷组成,其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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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总分占比80%,各项考核占比见表2所示,期末试卷占比30%。

其中知识类合计占比40%,能力类合计占比30%,素质类占比30%。 

表2 课程过程考核项目汇总表 

项目 签到
资源

阅读

课前

测试

课中

测试

课后

测试

单元

测试

课程

小结

问题

讨论

小组

任务

案例

分析

应用

解决

期末

试卷

分值

占比
5% 5% 5% 5% 5% 5% 5% 5% 10% 10% 10% 30%

 

设置信息化平台中1经验值=1分,计算每名学生的各项考核

得分,将最高分学生的分数折算为该项占比分值,如问题讨论在

百分制中占5分,统计班级学生在问题讨论项得分情况,X同学获

得35分为最高分,则将X同学的35分,折算为5分,其他同学此项成

绩按此折算率进行折算,依次类推,可计算学生的课程最终得分。 

4 结论 

基于成果导向理念的针对教学目标分解点的课程考核模式,

可以有效倒逼教师进行课程教学反向设计,研究整体-单元-次

课三个层级的教学目标,进行各级目标的教学设计,选取合适的

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通过对各教学环节设置考核,保证教学过

程的有效性与质量,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并在教

学过程与终结均进行持续改进,最终达成教学目标。 

[项目基金] 

钦州学院教学改革项目：基于成果导向理念的工程教育

教学研究与实践———以钦州学院为例(18JGA016)；新疆区

级高校本科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基于产教融合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探索---以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教学为例

(PT-20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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