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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认证体系下课程质量分析评价的探索与实践
——以西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例

刘胜明　冯宁博　袁　乐　王正云

（西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9）

摘要：本文基于专业教育工程认证，以西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例，针对课程质量分析评价，从课程基本信息、课程与毕业

要求的支撑关系、考核评价方式、课程质量定量分析、课程质量定性分析以及课程质量综合评价六个方面探索和构建了课程质量分析评

价的基本框架。在课程质量的定量分析方面，专业在课程目标达成值的基础上提出了课程目标预期值，通过达成值和预期值的双管齐下，

可以更好地分析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有利于课程的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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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6 年国内开始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以来，工程认证教育体

系和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和应用，“以学生为中心、

以产出为导向、持续改进”的工程认证理念也在不断地推广和落实。

在工程认证模式下，专业首先制定符合专业定位和学生发展的培

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然后通过课程环节的落实进行有效支撑来达

成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提出的能力和素养，从而培养学生的专业

能力以及保障学生能力的达成。

课程实施是贯彻“以学生中心、以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

工程认证理念的核心环节，课程质量达成情况是支撑毕业要求能

力和素养的最直观的表现。本文以西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的工程认证建设工作为背景，探索和实践了工程认证模式下课程

质量分析的基本框架，通过构建课程目标达成值和课程目标预期

值期望能够深入分析评价，提出更直接、有效的课程持续改进方

案和办法，切实贯彻落实“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持续

改进”的工程认证理念。

一、课程质量分析评价的机制

在工程认证模式下，专业要建立课程质量分析评价的机制。

在评价机制中，要明确课程评价的指导思想、责任人及主要职责、

评价的依据和周期、评价方法以及改进机制。以西华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专业的课程质量评价机制为例，机制的指导思想是保障

课程对毕业要求能力的覆盖和支撑。责任及主要职责中要明确教

学院长、专业负责人、课程负责人以及任课教师在课程质量评价

中的分工和职责。课程评价的周期是每年，评价的依据是课程资

料，包含课程考核、平时考核，以及学生反馈。课程评价的方法

从定量分析（直接评价）和定性分析（间接评价）两个方面来展开，

深入对课程进行分析和评价。最后评价机制中要给出持续改进的

制度，保障课程持续改进工作的推进和开展。

二、课程质量分析评价的框架

在建立了课程质量分析评价的机制之后，课程就要定期进行

课程质量分析和评价。为了保障课程质量和课程持续改进，专业

从课程基本信息、支撑关系、考核评价方式、定量分析、定性分

析以及综合评价六个方面探索和构建了课程质量分析评价的基本

框架。

（一）课程基本信息

在课程的基本信息中，要明确课程名称和课程代码；明确课

程的学分、学时，包含总学时、理论学时和实践学时，如果有课

外学时分配，也要注明；确定课程负责人和任课老师，确保课程

质量分析评价能够定期开展。

（二）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这部分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

对应关系，课程应该在专业毕业要求的指导下建立能够支撑和覆

盖毕业要求的课程目标，并形成课程目标和毕业要求指标点之间

的对应关系。另一个是建立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对应关

系。针对每个课程目标的要求，分解相应的教学内容，同时明确

每个课程目标对应的教学方法。要注意的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的设置要围绕课程目标的达成来进行，也要保障设置的教学内

容和方法要客观具体和可衡量。

（三）课程评价方式及成绩评定

课程评价以学生对课程目标的达成为主要目的，以检查学生

对各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和能力的达成为重要内容，评价方式应从

多样化、多角度评价的思路进行考量和设置。同时，要明确每一

种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和占比，对评价进行量化。对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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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课程，一般从平时作业、平时考核、实验或实践、中期测试、

期末考试等方面进行设备，并确定其占比；对于实践性课程，一

般从实践过程、课程报告等方面进行设置。

表 1 课程目标与课程考核环节关系

课程目标
期末考试

70%

平时考核

10%

实验考核

10%

期 中 考 核

10%
合计

课程目标 1 80 60 0 80 70

课程目标 2 20 0 100 20 26

课程目标 3 0 40 0 0 4

总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表 1 给出了某个课程量化后考核评价的表格。该课程有 3 个

课程目标，考核评价方式有期末考试、平时考核、实验考核和期

中考核四个环节，表格中明确了每种考核方式对课程目标的支撑

以及占比。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了课程考核评价的基本框架，同

时也明确了每种环节的评价对课程目标的支撑。这种处理方式将

课程目标的要求具体化，也有利于在后期的评价过程中针对性的

开展持续改进工作。

（四）课程质量分析评价 --- 定量分析

课程质量的定量分析评价是任课教师基于课程考核成绩开展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一种评价方式。在定量分析评价中，一般要

开展三个方面的工作，课程考核合理性确认、课程目标达成值计

算和课程达成情况分析。

1. 课程考核合理性确认

课程考核合理性确认是在课程考核之前由任课老师提交课程

考核合理性确认表，从任课教师、课程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三个

角度来衡量和确认课程的考核方式是否合理，以保障课程的达成

情况符合毕业要求，真实、有效地达成课程评价。考核合理性确

认表里应该详细说明每种考核方式的考核内容、对毕业要求指标

点的支撑、分值占比，主要涉及对课程目标的支撑情况，比如完

全支撑、基本支撑或不能有效支撑。该表由任课老师编写，课程

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进行合理性审查并签字确认，后由任课老师

按表执行。

2. 课程目标达成值计算

课程目标达成值评价是以“参加该课程学习的学生所获得各

个考察环节的课程成绩”为样本，对课程目标中各指标点进行达

成评价。以样本中该指标点的平均得分与该指标点目标分值的比

值作为该指标点达成情况的评价值。一般专业课程目标达成值计

算方法如下列公式所示：课程目标达成值 = ∑单项考核数据 × 比

例系数，其中，单项考核数据 = 对应部分平均分 / 对应部分总分。

3. 课程达成情况分析

在得到课程目标达成值之后，就可以根据达成值以及统计数

据对课程达成情况进行分析。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针对课程目标

的达成情况、更深入的剖析学生能力达成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这

里提出了通过课程目标达成值和课程目标预期值两条标准线来辅

助进行分析。以西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某个实习课程的达

成情况为例，图 1 为该课程 5 个课程目标的达成值情况；图 2 为

每个课程目标中所有学生的达成情况，在图 2 中列举了两条达成

辅助线的应用。

图 1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图 2 中的红色线为课程目标达成线，也叫课程目标达成底线，

达成值一般取 0.6，它是衡量课程目标是否达成的标准线，也是用

来判断学生是否达到课程目标要求的能力的生命线，所以用红色

表示。绿色线为达成目标预期线，是课程在实施过程中结合教学

方式方法、学生学习情况、考核难易程度、往年达成情况等方面

由任课老师给出的一个课程目标预期值，也就是说，结合以上各

个方面，认为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理论上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和水平。它是用来判断学生是否更好的达成了课程目标、获得了

课程目标赋予的专业能力的发展线，所以用绿色表示。

课程目标预期值的设置要综合考虑，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这里列举几个用作课程目标预期值设置依据的方面。①依据课程

大纲，根据教学大纲对课程目标的要求设置预期值；②根据学生

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综合表现来设置。包括课堂提问、学生互动、

讨论环节、学习小结等课堂互动环节的情况；课程实施过程中的

学生出勤情况；平时作业、平时测验等课程过程考核环节学生的

完成情况；课程实验或实践过程中学生的表现，教师和学生的交

流情况，实验完成情况等。③考虑平时作业、平时测验、实验实

践环节、期末考试等课程考核各个环节的难易程度来设置预期值。

④参考往年学生在该课程上的课程目标达成值。图 2 中课程综合

以上方面给出了 5 个课程目标预期值，分别是课程目标 1，0.8；

课程目标 2，0.75；课程目标 3，0.8；课程目标 4，0.8，课程目标 5，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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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每个课程目标所有学生的达成情况汇总

在设置了课程目标达成值和课程目标预期值之后，就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来深入分析课程达成情况和学生的课程目标达成情

况。①课程目标达成和课程目标达成底线值的对比分析。根据课

程目标达成值来判断课程目标是否达成；学生的最高达成值和学

生的最低达成值；低于课程目标达成底线的学生有多少人（课程

目标达成值是一个平均值，不能代表所有学生都达成了课程目标）；

结合以上情况可以了解整体达成情况，深入展开对未达成课程目

标的学生的分析。②学生达成情况和预期值的对比分析。根据课

程目标达成情况判断是否达到预期值；根据学生的达成情况了解

达成和未达成预期值的人数数量或比例；结合以上情况可以深入

分析未达成预期值的原因，从而提出有效的持续改进方案。③课

程目标达成情况和往年的横向对比分析，了解往年课程分析之后

提出的持续改进方案是否见效，效果怎么样，从而展开更全面、

深入的分析，让课程的持续改进不断向好的方面发展。

（五）课程质量分析评价 --- 定性分析

上面的课程质量定量分析评价大多是基于教师方面通过课程

考核环节来展开，对于整个课程的评价而言仍然不够全面，需要

引入课程质量定性分析评价。课程质量定性评价，也叫间接评价，

是基于学生问卷调查或学生反馈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进行补充反

馈评价。定性评价一般是课程结束之后通过向学生发放课程质量

调查问卷，学生从自己的角度反馈课程达成情况，最后由任课老

师统计分析并总结调查分析结果，从而建立课程质量的定性分析

评价。课程质量调查问卷要围绕课程目标来展开，设置足够的自

由度让学生充分反馈课程学习过程中的问题以及掌握程度，同时

给予学生对课程的各个环节提意见的权利。通过定性评价，可以

了解学生对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难点

和问题，也可以获得学生对于课程开展及考核方面的正向反馈，

从而帮助课程进行持续改进。

（六）课程质量在综合评价

基于以上的课程质量定量分析评价和定性分析评价结果，任

课老师要综合考量给出课程质量的综合评价，尤其是围绕课程目

标的达成情况展开深入的分析，提出有效的持续改进方案。对于

课程达成情况异常、不理想的情况，任课老师、课程负责人以及

专业负责人要展开深入讨论和分析，及时处理存在的问题，让课

程的持续改进工作落到实处，保障学生课程目标的达成。

三、结语

本文基于工程认证体系和模式，以西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专业为例，从课程基本信息、课程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考核

评价方式、课程质量定量分析、课程质量定性分析以及课程质量

综合评价六个方面探索和构建了课程质量分析评价的基本框架。

在课程质量的定量分析方面，提出了通过设置课程目标达成线和

课程目标预期线，深入分析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有利于课程的

持续改进。

参考文献：

[1] 张永定，马丽生，温卫敏，等 . 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地方

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方案探索 [J]. 黑龙江工程学院学报，2020，34

（2）：4.

[2] 舒丹丹 . 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理念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

系建设研究 [D]. 东北石油大学，2019.

[3] 罗春华，董秋静，李瑞乾，姜广鹏，张宏 . 新工科建设和

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材料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J]. 大学

教育，2023（4）：124-126.

[4] 刘思远 .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与课程内容建设：实践诉求，

标准与机制 [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39（7）：5.

作者简介：刘胜明，男，副教授，西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专业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