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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学院关于 2021-2022学年第一学期课程评价报告工作

检查情况的总结报告

2021-2022学年第一学期我校首次开展了课程评价工作。教务处

联合教育教学质量监督处抽查了教师课程评价报告，现将检查情况总

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检查时间：5月 26日至 6月 2日

（二）检查方式：按照工程教育认证专业和非认证专业分类检查。

检查人员有教指委专家、督导专家、部分校内学科专家共 42人。

（三）课程评价报告提交情况：该学期开设课程 879门，15个

教学单位共提交课程评价报告 1133份，其中专业课程评价报告 843

份，公共课程评价报告 290份。教务处组织专家随机抽取课程评价报

告 318份，其中三个认证专业抽查 49份，其他非认证专业抽查 269

份，抽取率 28.07%。

各学院（中心）提交材料和抽查材料统计表

序号 教学单位 专业数
提交报告份数 抽查报告份数

专业课 公共课 合计 数量 占比

1 机械工程学院 5 88 0 88 40 45.45%

2 土木工程学院 3 91 0 91 30 32.97%

3 会计学院 3 91 0 91 25 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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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艺术学院 5 120 0 120 31 25.83%

5 电子信息学院 5 70 25 95 30 31.58%

6 计算机学院 4 69 86 155 38 24.52%

7 商学院 6 113 0 113 30 26.55%

8 传媒学院 3 79 0 79 21 26.58%

9 人文与教育学院 3 60 70 130 29 22.31%

10 医学院 2 62 0 62 16 25.81%

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 0 32 32 9 28.13%

12 公共艺术教育中心 0 0 24 24 7 25.00%

13 体育教育中心 0 0 29 29 6 24.14%

14 大学生创业就业中心 0 0 20 20 4 20.00%

15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中心
0 0 4 4 2 50.00%

合计 39 843 290 1133 318 28.07%

图 1 课程评价报告提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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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课程评价报告抽查情况

二、学院（中心）组织实施情况

各学院（中心）高度重视，精心谋划，教研室认真组织，创造性

地开展了工作，任课教师态度认真，绝大部分教师按照文件要求撰写

了课程评价报告。

1.设计艺术学院高度重视，院领导亲自抓，举行了专题研讨会，

编制了艺术类课程评价报告范例，按照规定流程推进工作，对课程评

价报告进行两次审核，梳理问题 6项并召开专题会议反馈，跟进整改

落实。

2.电子信息学院、计算机学院、传媒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医

学院均召开了培训会或讲座，对任课教师做好课程评价进行了指导和

帮助。

3.电子信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成立了课程评价工作小组，对

课程评价的协调、审核工作做了统筹安排。

三、专家检查情况

各位专家认真审阅了课程评价报告，查阅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

学大纲和教材等材料，指出了问题与不足，提出改进意见与建议。

（一）专家检查意见



本科教学简报 2022 年 6 月 总第 22 期

- 4 -

1.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大部分课程评价报告的要素齐全，能根据

人才培养方案明确课程定位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符合教学大纲要求，

教学方法和教学环节设计合理，能够支撑课程目标达成；课程考核方

式多样化，与课程性质、特点相匹配，细化、具体，能够较好地支撑

培养目标达成。

2.评价过程。大部分任课教师报告撰写规范，内容充实，评价过

程层次分明，目标达成度分析有理有据，数据详实、程序合规，大部

分教研室和学院（中心）审核结果合理，整改意见客观、有针对性。

3.问题与改进意见。大部分任课教师在课程评价的基础上，进行

了教学反思，成绩分析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客观、明了；能结合课

程目标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问题查找比较客观、准确，所提

改进措施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典型事例

1.机械工程学院

李维老师讲授的《汽车鉴定与评估》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过

程、问题与改进意见等内容详实、准确，评价要素较为齐全。

2.土木工程学院

张海龙老师讲授的《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课程考核环节中的课

堂、讨论等数据来源问卷星和学堂云，数据客观、可靠和便于定量化

分析，值得推广借鉴。

刘凯德老师讲授的《流体力学》，3个课程目标的各考核环节达

成情况使用了柱状图，并针对薄弱环节用散点图表示出学生个体的达

成情况，可以直观清晰地发现薄弱环节，便于提出针对性改进措施，

值得推广借鉴。

谢明、彭晶蓉两位老师所授的《路桥工程》教学内容设计与课程

目标匹配度高，课程目标实现路径清晰，考核成绩分析深入，措施针

对性强。

3.电子信息学院

张翠红老师所授课程《药学导论》，对翻转课堂的授课模式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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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情况描述详尽，工作富有创新性。

黄海清、魏燕明两位老师所授课程《大学物理 A2》，能将知识点

和考题一一对应，充分发挥教研室集体建课的优势。

《自然科学概论》课程组充分发挥教研室集体建课的优势，评价

报告撰写规范，认真，授课教师具有高度的责任心。

王团部老师的《电工电子学》课程评价报告内容全面，评价工作

认真，评价报告填写规范。

4.商学院

马静老师所授的《国际贸易学》、靳强老师所授的《平面设计》、

王水娥老师所授的《商务谈判》课程评价报告撰写规范，课程成绩分

析问题比较深入，措施针对性较强。

5.会计学院

姚叶叶老师所授课程《会计实务》、张雪玲老师所授课程《税法》、

杨瑗老师所授课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课程考试命题采用双

向细目表，课程目标达成度分析评价有依据。

王颖老师所授课程《内部审计》采用多样化考核，考核模块相对

比较具体，成绩分析较细致。

6.人文与教育学院

么海燕老师所授课程《大学英语 A1》，教学方法多样，从问题驱

动到案例教学，从话题讨论到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教学设计基本合理，

充分融入教育技术。

7.传媒学院

王俊荣老师所授的《媒介伦理与法规》，运用案例教学和课程思

政案例教学方法，较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课程教学设计符合

课程教学目标和学生学习需求。

刘萍老师所授课程《融合新闻报道》，理论与实践融合度高，考

核方法多元化、项目化，体现出成果导向。

8.计算机学院

张善文老师所授《物联网安全工程》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及



本科教学简报 2022 年 6 月 总第 22 期

- 6 -

教学过程与课程目标匹配度高，考试成绩分析查找问题深入，针对性

强。

9.设计艺术学院

魏玉晶老师所授课程《动画运动规律 1》、王颖老师所授课程《包

装设计》、严晖老师所授课程《民间美术》、贾小琳老师所授课程《油

画 3》，课程定位准确，重难点内容能够支撑毕业要求，考核成绩分

析深入，措施针对性强。

10.医学院

刘青老师所授课程《儿科护理学》课程评价报告内容全面，评价

工作认真，评价报告填写规范。

11.马克思主义学院

邵锦华、慕怀琴两位老师所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够根据

所带班级的不同专业进行分类评价，使课程评价报告变得更加精准。

贾风珍老师所授课程《思想道德与法治》注重结合学生实际，体

现课程的实效性；课程教学方法中的“问题链”式设计较具特色，符合

学生认知规律；课程考核方案与课程目标契合度较高；课程教学目标

达成度较高。

四、存在的问题

1.课程定位不够准确，课程目标达成度低。个别课程评价报告的

课程定位过于笼统，没有结合学情分析；教学目标和任务还不够明确，

与教学环节匹配度低；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中的贡献度与教学大纲确

定的课程目标及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度不符。部分课程的课程目标

表述不准确，课程重点难点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不对应；部分

课程教授内容与考试内容不匹配，没有进行课程目标达成度分析或分

析还不够。

2.课程思政落实不到位。部分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解和把握不到

位，课程思政落实效果不好，也未对课程思政育人效果进行评价，效

果不支撑课程的素养目标。

3.课程内容不完整，设计不合理。个别课程重难点内容或教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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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与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不匹配、不对应，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

指标点分解不到位；课程设计没有完全突出“学生中心”的理念，教学

内容、教学环节、教学方法与手段等方面的设计思路不清晰，课程目

标的实现方法、路径不明确。

4.课程考核分析不全面。部分课程的考核方案中缺少考核方法、

考核内容的覆盖情况、试题题型题量及分值分配的合理性说明，部分

课程考核内容与课程目标匹配性差，考核内容不支撑课程目标，无法

进行达成度评价；课程考核分析的内容还不全面，主要对结果性考核

的试卷成绩进行分析，不重视过程性教学环节活动的效果评价，没有

对过程性考核中的课堂提问、平时作业等环节进行分析评价。

5.教师教学反思不够。基于考核结果的综合分析，部分教师对教

学中存在问题梳理主要聚焦在学生“学”的问题，没有从课程、学生、

教师、教学管理等多维度分析，梳理的问题针对性不强，原因分析不

深入，改进措施不落地，缺乏可操作性。

五、工作建议

1.学院（中心）要强化课程评价工作宣讲和评价报告撰写、审核

的培训工作，重点抓好教研室主任、团队负责人、课程审核人的培训，

把好审核质量关。

2.学院（中心）要督促教师认真研究评价报告中的问题梳理和改

进措施，做好持续改进工作。学院（中心）要在全面总结本次课程评

价工作的基础上，精心做好本学期课程评价的组织工作，发挥好教研

室、课程组的作用，强化过程跟踪，着力提升课程评价质量。

2022年 6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