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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学院 2021-2022 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评价报告

抽查情况的总结报告

2021-2022学年第二学期各任课教师按照学校制度规定，对本人任教的

课程进行了课程评价，撰写了课程评价报告。教务处根据学校要求组织专

家对全部课程评价报告进行了专项抽查，现将抽查情况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课程评价报告提交情况

2021-2022学年第二学期开设课程 810门，15个教学单位共提交课程评

价报告 1006份，其中专业课程评价报告 687份、公共课程评价报告 319份，

具体见下图。

各学院（中心）2022-2023-2 学期课程评价报告提交情况

【总第 27 期】

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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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查时间

2022年 10月 25日至 31日。

（三）检查方式

按照工程教育认证专业和非认证专业分类检查。其中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土木工程 3个认证专业检查全覆盖、共计 75份，

通识教育课程按照 20%的比例抽取、共计 155份，专业教育课程按照 25%

的比例抽取、共计 62份。

（四）专家组成

检查人员由教指委专家、教学院长、校内学科专家组成，共计 31人。

二、专家检查情况

各位专家认真审阅了抽取的 292份课程评价报告，查阅了与课程关联

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大纲和教材等材料，撰写了审阅意见，指出了

问题与不足，提出了持续改进意见与建议，并给出了检查结果。其中结果

为“修改后通过”27份、“不通过”26份。

（一）工程教育认证专业课程

1.整体情况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土木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3个专业的课程

评价报告完成质量较好，课程定位准确，教学内容系统丰富，教学方法和

教学环节设计合理，能够支撑课程目标达成，考核方法能有效反映课程目

标达成情况，评价过程数据详实、程序合规，问题查找比较客观，改进措

施基本合理。

2.存在的问题

（1）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个别课程的目标描述不

准确、缺少思政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不明确、不合理。

（2）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法及评价标准：评价方法未给出直接评价

和间接评价的加权系数和合理性评价依据，比如《电路分析基础实验》课

程将直接评价结果和直接评价结果进行加权平均，未给出加权系数和合理

性依据；评价标准存在不同课程目标的评价标准雷同、缺失等问题，比如

《道路勘测设计课程设计》3个课程目标的评价标准一模一样。

（3）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未对整个年级进行评价，且未对学生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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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达成散点图进行分析，比如《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分别列出了各教学

班的评价结果，没有进行整个年级的评价，不符合认证要求。

（4）课程教学持续改进：问题查找不深刻、不仔细，没有从教的方面

或课程目标薄弱环节进行原因分析，比如《钢结构设计》课程的问题原因

只从学生角度进行查找。

（5）审核意见：任课教师同时也是课程评价小组成员，或审核意见与

最终结果不一致，导致审核意见缺少客观性，比如《建模与仿真》课程的

工作组审核意见是课程教学大纲版本不对，但学院审核意见是评价结果合

理，前后矛盾。

（6）个别课程未使用认证模板或使用模板不一致，比如《生产与运作

管理》未使用认证模板，《文献检索》和《随机信号分析》两门课程模板

使用与其他课程不一样。

3.典型案例

（1）机械工程学院孟东容《机电传动控制》：课程定位准确，课程目

标对毕业要求支撑度明确，评价方法多样，评价标准清晰，课程目标对应

的考题明确；能针对薄弱环节进行详细分析，并且给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审核结果合理。

（2）机械工程学院刘守法《机械原理》：课程定位明确，课程目标能

较好地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设计总体合理，

考核方法整体能较好地匹配课程目标；课程评价可行，尤其能对近三年课

程目标达成情况做对比分析，值得肯定，持续改进措施比较具体、到位；

审核意见客观，较详实，有督促改进作用。

（4）土木工程学院罗滔《弹性力学及数值分析方法》：课程定位符合

大纲要求，考核方法与课程目标较匹配，评价标准具体明确，有实操性，

评价过程严谨，评价分析合理，改进措施有针对性，合理可行，能体现持

续改进的理念，审核结果较合理。

（3）土木工程学院杨阳《道路勘测设计》：课程定位准确，考核方法

与课程目标较匹配，评价标准具体明确，评价过程较严谨，能够抓住薄弱

环节，评价分析合理，改进措施合理可行，能体现持续改进的理念，审核

结果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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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工程教育认证专业课程

1.整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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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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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式多样化，与课程性质、特点相匹

配，能够较好地支撑课程目标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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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成情况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问题查找比较客观、准确，改进措

施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2.存在的问题

（1）课程基本情况：个别课程的定位描述不准确，对学生学习本课程

后应达到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水平未阐述或阐述不清楚，比如《初级计量

经济学》《会计信息系统》的课程定位描述较泛,培养学生具备的知识、能

力、素质没有陈述清楚。

（2）课程目标：部分课程的“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对应关系”

存在支撑度不合理、对应关系点较多、缺少课程思政目标等问题，尤其是

与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中的毕业要求描述、对应关系不一致的问

题比较突出，比如通识教育课程《大学英语 B2》《线性代数 A》《线性代

数 B》中毕业要求与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毕业要求描述不一致，专业课程《造

型基础》的毕业要求与课程教学大纲有出入；“课程内容、重难点对课程

目标的支撑关系”存在课程目标对应章节或单元不匹配、课程重难点描述

不准确问题。

（3）课程教学设计：部分课程未突出学生中心，未依托课程特点进行

课程教学设计，课程思政元素呈现不够；教学内容描述不全面、有缺失，

将教学内容等同于课程定位、教材内容，比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

仅是教材目录的罗列；将教学环节等同于教学方法，教学方法与手段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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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与其他课程相同，未对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进行详细阐述，比如

《电路原理》的教学方法、教学活动闭环图与《电力系统自动化》《电路

原理》两门课程一致；课程目标的实现路径不明确。

（4）考核评价：部分课程的课程目标考核方式及分值分配表前后矛盾，

比如《艺术评论与写作》课程目标 2和 3都是 H支撑，但是成绩占比分别

是 15%和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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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有缺失，或者粘贴其他课程的评分标准，

比如《企业战略与风险管理》课程缺少结课论文评分标准，项目报告考核

方式中缺少课堂汇报环节评分标准；课程考核分析还不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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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提问、平时作业等环节进行分析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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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目标。

（5）主要问题与改进措施：部分教师梳理问题缺乏针对性，不同的专

业问题分析相似度高，主要聚焦学生“学”的问题，没有从课程、学生、教师、

教学管理等多维度分析，比如王平安和左军建所授的《高等数学 A2》、薛

妮妮和任水利所授的《线性代数 A》，专业、成绩分布不同，但问题分析

相似度很高；原因分析不深入、不合理，比如《社区管理》课程目标 1达

成度不高的原因分析归结于工资低；改进措施不落地，未明确提高对应课

程目标的具体举措，缺乏可操作性。

（6）教研室、学院审查情况：部分学院审查意见没有结合评价报告内

容进行审核，审查意见过于笼统、指导性不足、无明确审核结果，比如《大

学生创新创业与就业指导》课程的审核意见全是优点，无不足或建设性内

容；教研室、学院审核意见雷同，缺乏针对性。

3.典型案例

（1）商学院文小森《WEB程序设计》：课程评价做得实，涵盖了思

政内容，能够通过过程评价了解教师的整体教学过程及学生的学情情况。

（2）商学院王艺儒《国际金融》：课程评价工作完成认真，课程定位

准确，课程目标清晰，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匹配，注重课程思政融

入教学过程，成绩考核分析有针对性，问题研判准确并有相应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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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反映出课程目标达成度较好。

（3）土木工程学院王丽丽《建筑企业会计》：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对应关系合理，教学内容、教学环节设计合理，教学方法与手段使

用恰当，课程目标的实现路径设计合理，能够支撑课程目标，存在的主要

问题分析准确，改进措施有针对性、可操作性。

（4）传媒学院张西静《传播学概论》：课程评价工作完成认真，课程

定位准确，课程目标清晰，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对应匹配，教学内容、环

节、方法设计合理，考核评价能够聚焦教学目标，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较好，

问题分析针对性强，改进措施具体能落地。

（5）传媒学院李忠民《电视纪实节目制作实训》：课程定位表述准确，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对应准确，与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关联度矩阵完

全匹配，课程内容、重难点与课程目标匹配度较高；课程教学设计表述准

确，运用合理；考核方案及成绩分析基本合理；主要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

具有可操作性。

（6）电子信息学院陈雅蓉《数据科学导论》：课程评价报告撰写规范，

课程定位准确，目标明确，内容精练，教法得当，教学设计新颖，能支撑

教学目标的达成。采用过程性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的评价方式，能支撑目标

达成的评价。对存在的问题分析透彻，教研室、学院评价过程规范，审核

结果合理，明确了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7）设计艺术学院邢伟伟《计算机辅助设计（AUTOCAD）》：课程

定位基本准确，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恰当，教学内容与

重难点能够支撑课程目标的达成，教学内容全面，教学策略的选择体现了

“学生中心”理念，教学方法多样，考核方案合理，评分标准明确，能够

就目标达成进行问题的查找，措施具有针对性。

三、工作建议

1.学院（中心）要高度重视课程评价工作。一是强化培训力度，聘请校

内外专家开展课程评价报告撰写培训，强化广大任课教师对课程评价内涵

和方法的理解，提高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的能力和水平，同时抓好审核

人的培训，把好审核质量关。二是强化交流、树立典型，优选课程评价质

量好的任课教师在本学院内开展培训交流会，通过面对面交流加深任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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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对课程评价的理解。

2.学院（中心）要完善课程评价机制。一是成立专门课程评价小组，负

责课程评价审核工作。二是每门课程成立课程团队，由教学经验丰富的骨

干教师担任负责人，统一负责课程目标和课程教学大纲审核、课程评价数

据与课程目标的相关性以及合理性进行审核、组织任课教师对课程目标达

成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价、反馈课程评价结果。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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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的课程评价相关工作，督促任课教师认真研究评价

报告中的问题和改进措施，做好持续改进措施的落实；发挥好教研室、课

程组、学院的作用，强化过程跟踪，着力提升课程评价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