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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认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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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认证理念

1.1 以学生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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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认证理念

1.2 产出（结果）导向



6

1 专业认证理念

1.2 产出（结果）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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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认证理念

1.3 持续改进：建立“评价—反馈—改进”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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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业认证背景

高考招生：越来越多的省份按专业招生
一流专业：

评价标准：（1）专业定位明确（2）专业管理规范（3）改革成效突出
（4）师资力量雄厚（5）培养质量一流——通过专业认证是一流专业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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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业认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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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的逆向思维与闭环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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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拆分及其
内涵解释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

教学工作的逆向思维与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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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拆分及其
内涵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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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案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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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认证体系下的9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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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构建形成闭环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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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定教学大纲

课程大纲

教师赋予课程大纲柔性
刚柔并济才是好大纲

 课  程 

 课：内容 

 程：进度 

 教学环节、考核方式、教学目标等

 开课学期、先修课程、学时分配等

认证赋予课程大纲刚性

大纲 具有一定顺序性和逻辑性的内容要点

 大纲 



3 制定教学大纲

三个目标 课程目标

从专业认证自评报告审读要点(OBE关键要素)的角度看课程大纲的重要性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三个支撑

毕业要求       支撑       培养目标                       

   课程体系       支撑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支撑       毕业要求

三个机制

培养目标的评价机制

   毕业要求的评价机制

课程目标的评价机制

课程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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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定教学大纲



3 制定教学大纲

课程目标的设计

 宏观层面

     基于专业所有课程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关联度矩阵，顶层设计专业课
程体系的所有课程目标 → 

 微观层面

     基于具体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底层设计该门课程的课程目标
全覆盖该门课程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 

整合课程，去水课，建金课。

重构课程内容，定位课程目标。

有效避免因人设课、雷同课

有效避免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脱离



3 制定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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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制图A1》 《塑料成型工艺及模具》

课程目标是对学生通过该门课程学习所获得能力的描述



3 制定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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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目标：了解、理解、掌握等来表述；
 能力目标： 应用、分析、研究、设计等方面的能力表述。

课程目标中知识、能力水平的设定

层次 推荐“动词”

创造 开发、建立、制定、解决、设计、构建、规划等

评价 评价、检查、判断、批判、鉴赏、协调等

分析 分析、比较、推断、重构、整合、关联、选择等

应用 应用、使用、执行、实施、开展、推动、操作等

理解 掌握、辨别、推论、解释、论证、预测等

记忆 了解、定义、认识、界定、复述、列举、描述等

基于美国教育家
布鲁姆的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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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定教学大纲

(4)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的原始数据

 计算课程目标达成度的原始数据为各种考核成绩。

     例如：大作业、调研报告、 实验、考试等的原始考核成绩。

 原始数据应覆盖全体学生
     例如：通过课堂提问的方式考核某个课程目标，如果学生人数众多， 
                 课堂提问获得的原始数据几乎不能覆盖全体学生。

27

(3)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的目的

 理想目的：通过达成度数据找出问题 → 提出改进措施 → 持续改进

 现实目的：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结果支撑专业的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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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的属性

 可教学性：课程目标设置合理。

     例如：课容量200人的高等数学的某条课程目标为“团队合作”，如何
                 通过课堂教学实现呢？

 可评价性：对不同课程目标的评价数据采用恰当的原始数据      

    例如：什么样的课程目标对应什么样的考核方式，如果课程目标为对
                纯概念性的知识点，那么采用计算题进行考核就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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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举例-理论课

        某理论课程有7个课程目标，有3种考核方式：期末考卷、平时大作
业、课程实验。

总成绩 = 作业成绩×20% + 实验成绩×10% + 期末考试成绩×70%

               作业成绩 = 作业1成绩 + 作业2成绩 + 作业3成绩
               实验成绩 = 实验1成绩 + 实验2成绩
           （作业次数和实验次数由教学大纲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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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某理论课程基于成绩分析法的课程目标达成评价表

课程名称 ※※ 班级 ※※ 主讲教师 ※※

课程目标 支撑环节 评价依据 目标分值 平均分 权重 达成值G

1 作业 作业1 30 22.56 0.2 (22.56/30)×0.2+(8.17/9)×0.8
=0.84期末考试 三-2，四-1、3 10 8.56 0.8

2

作业 作业2 20 16.78 0.1 (16.68/20)×0.1+
(48.12/50)×0.1+

(25.78/35)×0.8=0.77

实验 实验1 50 48.12 0.1

期末考试 一-2、3，二-1，
三-1，六-1、2 35 25.78 0.8

3 期末考试 二-6，三-2，四-1、2、3，
五-2、3 15 9.65 1 9.65/15×1=0.64

4 …… …… …… …… …… ……
5 …… …… …… …… …… ……
6 …… …… …… …… …… ……
7 …… …… …… …… …… ……

课程负责人确定每种考核方式的权重值，
可以占总成绩的比重作为依据

4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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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某理论课程基于成绩分析法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与持续改进措施分析表
课程名称 ※※ 班级 ※※ 评价时间 ※※

课程目标 具体内容 达成值G 期望值 达成否

课程目标1 （课程目标准确的描述） G1=0.84 0.7 达成

课程目标2 （课程目标准确的描述） G2=0.77 0.7 达成

课程目标3 （课程目标准确的描述） G2=0.64 0.7 未达成

…… （课程目标准确的描述） …… …… ……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

（图文并茂）

持续改进措施

（具体措施）



毕业设计——评委只打分项分数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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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值偏高的可能原因及其持续改进

评价方式
(原始数据来源) 偏高原因 改进措施

试卷分数 考题简单 对照课程目标，适当提升考题难度

大作业分数 作业内容简单 课后作业不应是授课内容的复现，而应是
探索型、研究型、分析型

研究报告分数 研究报告
主旨设计简单 

除借助网络之外，研究报告的内容还应具
有采用课后讨论与分析才能获取的部分

实验分数 偏于
验证性实验 取消验证性实验，改为设计或综合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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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课程目标达成度值偏低的可能原因及其持续改进

评价方式
(原始数据来源) 偏低原因 改进措施

试卷分数 课程内容难
考题难 

难内容和难考题是否高于既定的课程目标
若过高，降低难度。

多主讲情况下
同一个课程目标达成度值不同 改进措施

主讲教师导致达成度值偏低 从主讲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甚至讲
课方式上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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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流程及责任人

 责任人：由各专业制定的评价机制确定，不是单一某个人，应该包括
课程负责人、专业负责人、教学指导委员会、课程质量评价组、 教学
副院长、课程群负责人、主讲教师等。

 流程：授课教师自评 → 课程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审议 → （督导组复
议） → 学院有关机构终审（教学指导委员会、课程质量评价组、督导
组、教学副院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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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定量关系

 最佳一对一：这种形式最有利于支撑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     

课程目标G2

课程目标G3

课程目标G1 毕业要求指标点D(3.1)

毕业要求指标点D(5.2)

毕业要求指标点D(6.4)

支撑

支撑

支撑

 D 3.1 G1

 D 5.2 G2

 D 6.4 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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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定量关系
 其次多对一：在支撑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时，比一对一多了叠加步骤。

课程目标G2

课程目标G3

课程目标G4

课程目标G5

课程目标G6

课程目标G1 毕业要求指标点D(3.1)

毕业要求指标点D(5.2)

毕业要求指标点D(6.4)

  31 32 33D 3.1 G1 G2 G3ω ω ω  

  54 55D 5.2 G4 G5ω ω 

 D 6.4 G6

课程负责人
确定各个课程目标的权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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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定量关系

 不要一对多：在支撑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时，无法说清楚某个课程目
标对某个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度是多少。

课程目标G2

课程目标G3

课程目标G1   231 2 13D 3.1 G1 G2ω φω 

  22G5.2 2D φ

  2362 63D 6.4 GG2 3φω ω 

21 22 23

21 22 23

G2 G2 G2 G2
1

φ φ φ
φ φ φ

  

  

毕业要求指标点D(3.1)

毕业要求指标点D(5.2)

毕业要求指标点D(6.4)

课程负责人
确定各个课程目

标的权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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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定量关系
 最糟多对多：这种网状交叉情况是最难进行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的！

课程目标G2

课程目标G3

课程目标G4

课程目标G5

课程目标G6

课程目标G1 毕业要求指标点D(3.1)

毕业要求指标点D(5.2)

毕业要求指标点D(6.4)

  31 11 32 33 31D 3.1 G1 G2 G3ω φ ω ω φ  

  51 12 53 32 54 41 56 61D 5.2 G1 G3 G4 G6ω φ ω φ ω φ ω φ   

  64 42 65 66 62D 6.4 G4 G5 G6ω φ ω ω φ  

11 12

11 12

G1 G1 G1
1

φ φ
φ φ

 

 

31 32

31 32

G3 G3 G3
1

φ φ
φ φ

 

 

41 42

41 42

G4 G4 G4
1

φ φ
φ φ

 

 

61 62

61 62

G6 G6 G6
1

φ φ
φ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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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定量关系
总结：
 课程目标数 ≥ 该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数
 一个或多个课程目标对应一个指标点，任何交叉都是自找麻烦
 某课程的某个课程目标未达成 ≠ 对应的毕业要求未达成
    因为：支撑毕业要求的课程不止这1门，课程目标也不止这1个
 课程目标评价用的是这门课程的某次原始成绩，毕业要求达成度

评价用的是某届学生的所有最终成绩（要将原始课程中不及格学
生的成绩用重修或补考合格的成绩来替换）

 课程目标评价是形成性评价，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是出口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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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3的各指标点对应高支撑课程的权重设置
（假设课程1即为前面选的理论课程）

毕业要求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针对复杂工程问题，能够应用机械工程的基本理论和
方法，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机械系统和制造工艺，开发解决方案，并能够在设计环节
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指标点 课程1 课程2 课程3 课程4 课程5 课程6 课程7 课程8 课程9 权重
系数和

3-1 0.4 0.6      1.0
3-2    0.3 0.4  0.3  1.0

3-3    0.6 0.4  1.0

3-4 0.5 0.5 1.0
权重由专业确定，可以简单的根据学分比例确定



4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46

毕业要求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针对复杂工程问题，能够应用机械工程的基本理论和
方法，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机械系统和制造工艺，开发解决方案，并能够在设计环节
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指标点 课程1 课程2 课程3 课程4 课程5 课程6 课程7 课程8 课程9 达成值

3-1 0.77 0.78      0.78
3-2    0.79 0.81 0.69  0.76

3-3    0.89 0.79  0.84

3-4 0.82 0.84 0.83

0.77 D(3.1) 0.78 0.77 0.4 0.78 0.6   

表：毕业要求3的各指标点达成情况（假设课程1即为前面选的理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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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全部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情况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值 相对弱项

1. 工程知识

1-1 0.72
指标点1-1
指标点1-3

1-2 0.76
1-3 0.70
1-4 0.77

2. 问题分析
2-1 0.70

指标点2-1
指标点2-32-2 0.79

2-3 0.71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3-1 0.78

指标点3-1
3-2 0.81
3-3 0.82
3-4 0.79

…… …… …… ……
12. 终身学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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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分不重要，重要的是：

(⑴)找到薄弱项
        横向比较不同课程目标的达成度评价值 → 找到最弱项
        将每个课程目标的达成度评价值与往年该值进行纵向比较 → 找到变弱项

(⑴) 给出原因分析
(⑵) 提出改进措施
(⑶) 根据连续两年数据对比看改进结果

课程目标达成度和毕业要求达成度的理念转变：

从是否达成转变为对达成情况进行分析，使基于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的
毕业要求达成度的结果成为持续改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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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教融合

1. 科研反哺教学

2. 教学支撑科研

50

50

工科课程，应该是章回体还是纪传体？

极不成熟的几点思考



关于教学方式方法

1. 知识

2. 能力

3. 素养

51

51

毕业5年后，学生还记得大学的哪些？

极不成熟的几点思考

我们的讲课，让学生感受到、得到什么？



关于课程思政

1. 入大纲，入章节，但要润物细无声；

52

52

极不成熟的几点思考

2. 每次课都要讲故事、有案例，但要注意时机；

3. 回顾历史（不忘初心），展望未来（牢记使命）；

4. 服务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谢 谢！

刘新 Xin Liu

13840991139

xinliu@dlu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