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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达成情况评价办法 

（试行） 

各系、教研室以及学工、行政： 

为使课程体系有效地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要求每门课程应该达

到其教学大纲中明示的教学目标，以定量评价为主，定量评价以教学

大纲明示的评价内容为准，适当进行定性评价。 

定量评价针对每位学生根据其在课程各个环节的表现情况计算课

程各子目标达成情况，由此计算各子目标的总达成度。定性评价可以

采用问卷方式（参考附件 1）。 

课程目标总达成度评价要按一定权重综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

权重的设置根据课程性质和类别不同而定。 

结合定量和定性评价给出持续改进策略和方法，在下一个课程周

期实施。 

附件 2 中给出了理论课（含随课实验的理论课、纯理论课）的达

成情况评价办法，其他课程的评价办法可以参照此办法执行。 

以上所有课程的达成情况评价的对象一般应是全体班级学生。学

院教学督导应指派专人对课程评价所有材料的合理性按附件 3 的要求

进行预审把关。完成达成情况评价任务主体是任课教师。对任课教师



完成的课程达成情况分析报告（格式见附件 4），由系负责人牵头成

立审核小组，审核小组应含有课程（群）负责人，对教师完成的课程

达成情况分析报告进行审核，形成最终的评价报告并报学院批准。一

经批准的课程达成情况分析报告，对报告中总结的问题应该整改，对

合理化建议应充分吸收，在下一周期教学中通过持续改进策略与方法

提升课程教育教学质量。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学院教学指导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 1：课程目标定性达成情况学生问卷调查表 

附件 2：理论课达成情况评价办法 

附件 3：课程评价材料的合理性确认表 

附件 4：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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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课程目标定性达成情况学生问卷调查表（通过网络问卷） 

课程目标定性达成情况学生问卷调查表 

课程： 班级：  

序

号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相关问题 

学生自评价（级数大表示掌握好） 

五级

（很

好） 

四级

（较

好） 

三级

（一

般） 

二级

（较

差） 

一级

（很

差） 

1       

2       

3       

4       

5       

6       

7       

8       

自我总评价 
     

意见与建议： 

  



附件 2：理论课达成情况评价办法 

一、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定量衡量维度 

理论课从平时评价成绩和期考两大方面评价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平时评价成绩可以包括，但不限于： 

（1）平时表现：可以含考勤、课堂（互动、讨论）是否专注【具

体体现形式如主动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参与讨论情况等】、课后是

否勤学好问【具体体现形式如答疑等】。平时表现对课程目标达成支

撑按各目标或子目标权重进行配置，权重和为 100%。 

（2）单元测验或段考：课内或课外举行的单元测验或段考。单元

测验或段考对课程目标达成支撑按各目标或子目标权重进行配置，权

重和为 100%。 

（3）实验：在实验室开展的课实验，可以通过实验预习、实验过

程操作、实验报告等方面进行评价。实验对课程目标达成支撑按各目

标或子目标权重进行配置，权重和为 100%。 

（4）作业：可以含预习推送、课后练习、章节思维导图（若放在

平时表现中，这里就不用考查了）、课程大作业、课程调研报告、绘

图、源程序 代码等。作业对课程目标达成支撑按各目标或子目标权重

进行配置，权重和为 100%。 

（5）课外学时环节情况：可以通过纪律、现场表现、报告等方面

进行综合评价。课外学时环节对课程目标达成支撑按各目标或子目标

权重进行配置，权重和为 100%。 

期末考核（期考）：考试课程一般通过考试进行评价；考查课程



可以通过考试或报告论文及演示进行评价。若是考试方式评价：期考

按大纲或命题计划表对各目标或子目标的支撑情况进行配置，权重和

为课程目标总分，一般取 100%。若是报告论文及演示评价：期考按大

纲对各目标或子目标的支撑情况进行配置，权重和为 100%。 

二、课程子目标达成度以及课程目标总达成度计算方法 

1.



课程的具体情况进行取值，C1 取值为 0.5~0，C2 取值 1-C1。 

三、评价学生达成课程目标及子目标方法 

根据各课程的性质、难度以及往届课程平均成绩考虑设置学生的

课程各子目标得分期望值和期评期望值。最开始衡量时目标得分期望

值一般设置成 60，在培养质量上升后，以后可以提高，并稳定在一定

水平。 

学生的课程各子目标得分和期评超过相应课程子目标期望值和期

评期望值表明该学生达成课程子目标和总目标。 

四、课程目标及子目标达成度期望值设置原则 

根据各课程的性质、难度以及该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力度考虑

设置课程总目标达成度的期望值，根据各环节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力度

考虑设置课程子目标达成度的期望值。一般课程目标及子目标达成度

期望值设置成 60%，在培养质量上升后，以后可以提高，并稳定在一

定水平。 

五、举例说明 

假设某课程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支撑权重如表 1 所示。 

表 1 课程目标的对毕业要求指标支撑权重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的对毕业要求指标支撑权重 

课程目

标 1 

课程目

标 2 

课程目

标 3 

课程目

标 4 

课程目

标 5 

课程目

标 6 

课程目

标 7 

1.工程知识 0.7 0.3      

3.设计/开发解决方

案 
  0.4  0.4 0.2  



5. 使用现代工具    1    

12. 终身学习       1 

再假设某课程的课程子目标、各支撑环节及其目标分值、各子目

标达成度期望值和课程目标总达成度期望值如下表所示。 

课程目标 
各支撑环节满分值 得分期望

值（%） 
达成度期望值 

表现 实验 作业 测验 期末考核 

课程目标 1 - 5 20 20 25 75 0.74 

课程目标 2 40 20 30 40 40 70 0.85 

课程目标 3 40 20 30 40 25 60 0.8 

课程目标 4 - 15 - - - 70 0.8 

课程目标 5 20 25 - - 10 70 0.72 

课程目标 6 - 10 - - 5 60 0.72 

课程目标 7 - 5 20 - - 70 0.76 

课程各支撑环节

目标总分 
100 100 100 100 100 

课程期评

成绩期望

值 

课程目标总达

成度期望值 

各支撑环节占课

程目标评价总分 
6 9 6 9 70 60 0.7 

说明： 

①若平时按目标记录分数，学生课程各子目标的得分可以直接由实际分值代替的，若不是则按

∑(
各支撑环节实际分数

各支撑环节目标分数
)×各课程子目标占该支撑环节目标总分的分项值

课程各子目标的目标分值
× 100进行计算。 

② 期末考核和测验按表中对各课程子目标的支撑权重进行命题。 

③ 作业按表中对各课程子目标的支撑权重进行布置。 

④ 平时表现是按上面的平时表现成绩评价方法约估的权重。 

⑤ 实验按对课程目标的支撑进行设计和安排。 

⑥ 得分期望值按百份制折算。  

在假设某学生的各项成绩基础上，按上表计算该学生的这门课程

按目标的实际值与课程达成情况如下： 

姓

名 

表

现 

0.2 

实

验 

0.3 

作

业 

0.2 

测

验 

0.3 

平

时

成

绩 

30% 

期

考

成

绩
70% 

期

评

总 

成

绩 

学生课程子目标得分实际值 课

程

目

标

达

课

程

目

标

课

程

目

标

课

程

目

标

课

程

目

标

课

程

目

标 

课

程

目

标

课

程

目

标



1 2 3 4 5 6 7 成

否 

张

三 
100 95 97.9 77 91.2 80 85 D1 D2 D3 D4 D5 D6 D7 D 

注：表中 D1~D7 计算方法如下： 

Di =
∑[(

各支撑环节实际分数

各支撑环节目标分数
) × 各课程子目标占该支撑环节目标总分的分项值]

课程各子目标的目标分值
× 100， 

𝑖 = 1,2,⋯ ,7。实际上，若平时按目标记录分数，Di 分子括号中的数值是可以直接由实际分值代替的，此

时在制表格时应将对应目标各列的分值列出，对于理论课来讲其实并不容易列写这些值，按所占权重列

写是一种合理的办法。 

1.计算每位学生的课程子目标得分实际值和达成情况 

据上表提供的数据，可以计算 D1~D7，下面仅计算 D1 和 D2 作

为例子： 

D1 =
[

95

100
× 5 +

97.9

100
× 20 +

77

100
× 20 +

80

100
× 25]

70
× 100 = 85 

D2 =
[
100

100
× 40 +

95

100
× 20 +

97.9

100
× 30 +

77

100
× 40 +

80

100
× 40]

170
× 100 = 89 

D1=85 对应的课程目标 1.1 上的期望值 75，表明该学生是课程目

标 1.1 达成的学生。 

D2=89 对应的课程目标 1.2 上的期望值 70，表明该学生是课程目

标 1.2 达成的学生。 

其他值也可以算出来，是达成的。 

该学生的所有子目标全部达成且期评成绩 85 高于课程学生期评

成绩期望值 60，所以 D=1，表明该学生是达成课程总目标的学生。 

将所有学生的课程子目标得分实际值以及课程达成标识计算后，

统计计算各子目标达成和总目标达成的学生的百分比。 



2. 课程子目标

倀�.

�

.



评成绩期望值 60)的学生数占样本总数比为 0.7。另假设定性问卷课程

目标定性达成度值为 0.75。定量评价的权重 A 设为 0.6，定性评价的

权重设为 0.4，则课程总体目标达成度实际评价值修正为 

Og=0.7*0.6+0.75*0.4=0.42+0.3=0.72。 

该值大于设定的达成度期望值 0.7，表明课程教学结果达到期望的

达成度。 

3. 课程（子）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作用量化计算与分析 

假设按课程（子）目标的对毕业要求指标支撑权重表，可以写出

支撑权重矩阵为 

Q = [

0.7
0
0
0

0.3
0
0
0

0
0.4
0
0

0
0
1
0

0
0.4
0
0

0
0.2
0
0

0
0
0
1

] 

若某个学生（张三）课程子目标得分实际值为M =

[
 
 
 
 
 
 
D1
D2
D3
D4
D5
D6
D7]

 
 
 
 
 
 

=

[
 
 
 
 
 
 
85
89
87
85
90
87
86]

 
 
 
 
 
 

，则

该学生的该门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作用量化值为 

WT = QM = [

0.7
0
0
0

0.3
0
0
0

0
0.4
0
0

0
0
1
0

0
0.4
0
0

0
0.2
0
0

0
0
0
1

]

[
 
 
 
 
 
 
85
89
87
85
90
87
86]

 
 
 
 
 
 

= [

86.2
88.2
85
86

] 

该学生该门课程对四个指标点均支撑得较好，对指标点 3.2 支撑

得最好。 



将所有学生的该门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支撑作用量化值全部列

写出来后，可以分析对各项指标点纵向分析计算其均值与分布，横向

比较各项指标点分布，说明课程对指标点支撑的好坏。 

在学生课程子目标得分实际值与达成情况表格中多加四列体现对

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将该量化值序列加入其中，以供评价毕业

要求达成情况使用。 

  



附件 3：课程评价材料的合理性确认表 

课程评价材料的合理性确认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度___学期 课程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项目 确认的内容 确认情况 不合理，改进措施 

课程名称、编

号、类别？学

时和学分多

少？ 

①课程名称、编号、类别有无

修改； 

②课程的学时、学分。 

□没问题 

□有问题 

要注意课程名称有时

会改变，如有疑问需

向教务处确认 

谁是这门课的

任课教师？ 
确认任课教师名单。 

名单列表： 对于由其它学院教师

授课的课程，如有疑

问需向教务处确认 

课程的主讲/

指导老师有足

够的资质吗？ 

①授课教师的资质和上岗证按

照教育部、学校有关规定严格

执行； 

②兼职教师的资质也应严格控

制（一般应该具有相关企业的

高级职称并有丰富工程经

验），且他们给某门课程授课

时间一般不超过总学时的

25%； 

③设计类、实验类、实践实习

类课程老师是否通过学院工程

实践能力认定？ 

□授课教师均有资质上岗 

□授课教师不完全有资质上岗，具

体说明列后 

审核授课教师的资

质，不够资质的要求

限期通过学校的教学

资格认定；增加任课

教师的工程经历；适

当聘请企业兼职教师 

□兼职授课教师均有资质上岗 

□兼职授课教师不完全有资质上

岗，具体说明列后 

□集中实践实习课程教师均通过学

院工程实践能力认定 

□集中实践实习课程教师不完全通

过学院工程实践能力认定，具体说

明列后 

课程的教学大

纲明确、完

整？教学目标

与毕业要求关

联是否合理？ 

①教学大纲（含教学目标）的

内容应该明确、完整，不能有

疏漏；  

②教学目标应该具体、容易评

估，且具有概括性； 

③教学目标必须要与一个或多

个毕业要求指标点相关联，这

种关联是明确的，而不是关联

度很低或者不明确，它是毕业

要求评价是否合理、可靠的关

键环节之一。 

②课程的教学大纲（含教学目

标）应该得到教研室、系负责

人的审核和学院批准才能实

施； 

教学大岗的内容适切程度： 

□优；□满足； 

□尚欠，具体说明列后 
反复修改教学大纲，

直到通过教研室、系

负责人的审核和学院

的批准；教学目标的

制定一般应该由课程

(群)教学团队来执

行；确认具体的教学

目标是否与毕业要求

指标点相关联非常重

要，不可马虎 

□教学目标具体、容易评估，且具

有概括性 

□教学目标欠具体、有些项不易评

估，部分缺少概括，具体说明列后 

□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联

明确、可信 

□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联

欠明确、可信，具体说明列后 

□教学大纲已审核和批准 

□教学大纲未经过完全审核和批

准，具体说明列后 

教学日历计

划、教案完整

①教学日历、教案的内容应该

明确、完整，不能有疏漏； 



吗？ ②教学日历应该与学校的教学

日历一致，如遇公假日，漏上

的课一般要补上； 

③教案中要有完整的授课记

录、课堂如何控制、如何与学

生互动、课堂提问、课堂作业

等。 

④教学日历、教案应该得到教

研室、系负责人同意才能实

施；  

□教学日历存在问题，具体说明列

后 

到通过教研室、系负

责人同意。 



般不考偏题、怪题； 

③期末考试试卷要经过教研

室、系审核和学院批准方可使

用。 

④要对考试的结果的可靠性和

合理性进行分析，即是否对考

试成绩经过认真分析，找出问

题，以改进教学质量的措施。 

□易具体说明列后 有具体、明确、合理

的标准，尽量减少评

卷教师主观因素的影

响，主观题具备一定

的灵活性和非标性；

高质量完成考试成绩

分析报告，发现问题

（如得分普遍高、试

题很难），并落实改进

措施和时间表 

□试卷包含的客观题明确 

□试卷包含的个别客观题明确，，具

体说明列后 

□试题中主观题包含合适的非标考

题 

□试题中主观题包含不合适的非标

考题，具体说明列后 

□试题不包含非标考题 



附件 4：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报告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报告 

______-______年度___学期 

一、 课程基本情况 

代码 ？ 学院 电气工程学院 专业班级 ？ 人数 ？ 

课程 ？ 学时 ? 理论 ? 实验 ? 课外 ? 



每个教学支撑环节对每个子目标的权分值分配如下表所示。（这只是一个例子，具体课程按教学大纲具体

对待） 

课程教学环节与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各支撑环节满分值 

得分期望值 达成度期望值 
表现 实验 作业 测验 期末考核 

课程目标 1 - 5 20 20 25 75 0.74 

课程目标 2 40 20 30 40 40 70 0.85 

课程目标 3 40 20 30 40 25 60 0.8 

课程目标 4 - 15 - - - 70 0.8 

课程目标 5 20 25 - - 10 70 0.72 

课程目标 6 - 10 - - 5 60 0.72 



D6 D7)
T
，计算对毕业要求的支撑作用量化值 W=(Q×M)

T
，填在下表中。 

课程对指标点支撑作用量化值 

姓名 课程支撑作用量化值 

毕业要求（1） 毕业要求（2） 毕业要求（3） 指标点（4） 

张三 ? ？ ？ ? 

三、课程子目标和目标达成情况分析 

1.定性分析 

结合课程目标定性达成情况学生问卷数据统计表给出的数据，通过各子目标的横向对比分析，描述学

生各子目标达成与整体目标达成情况，分析未达标学生的情况。同时说明问卷的可信性。 

2.定量分析 

按课程达成情况评价办法从达成情况定量分布图、课程子目标和目标达成情况定量分析。 

3.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分析 

根据问卷定性分析中对可信性的说明，取 C1:C2=？：？。按课程达成情况评价办法修正达成度实际评

价值，将其与各子目标与总目标达成度期望值进行比较，给出结论性的达成情况描述。 

四、课程（子）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作用分析 

对课程（子）目标的对毕业要求指标支撑作用量化值进行分析，分析对各项指标点纵向分析计算其均

值与分布，横向比较各项指标点分布，说明课程对指标点支撑的好坏。 

五、问题总结和持续改进策略与方法 

结合教师团队的情况、学生的意见和建议，由课程子目标和目标达成情况分析得到的结果对存在的问

题进行总结，与上一个周期授课的问题总结与持续改进进行对比，指出哪些方面有进步，哪些方面{如补充

或更新教学内容、完善教学资源（含预习推送、视频、课件、章节测验、练习、绘图、调研、综合测验）、

改革教学方式方法、完善教案与课程设计、采用现代教学手段改进课堂教学活动、改革考核方式方法}仍需

加强，给出持续改进策略与方法，以期在下一个授课周期改进。 

任课教师(签名)：___________ 

教研室、系负责人(签名)：___________ 

学院主管领导(签章)：___________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