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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是“评价—反馈—改进—提升”质量闭环管理的核心组件，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起到了重

要的支撑作用。为有效评估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学习、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本文提出了一种聚焦课程目标的课程教学

质量多元评价体系，以课程层面的学习产出为质量准则，设计教学评价量规表和评价指标体系，实施多主体评价，为

精准评价教学质量提供标准和依据，实现有效教学的价值导向。基于该评价体系的实施情况表明，评价数据能够准确

的反映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切实推动课堂教学质量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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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valuation of course teaching quality is the core component of the "evaluation-feedback-improvement-

enhancement" quality closed-loop management,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assess students' learning, mastery and application of course content, this paper 

proposes a multi evaluation system which focusing on the course objectives, taking the learning outputs at the course 

level as the quality criterion, designing teaching evaluation scale an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implementing multi-

subject evaluation, to provide standards and basis for accurate evaluation of teaching quality, and achieving a value-

based approach to effec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evaluation system shows that the 

evaluation data can accurately reflect the problems and weaknesses of course teaching, woul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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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基于产出导向教育的核心是根据本专业毕业生核

心能力素质要求，强调以系统的方式、整体的思路去

解决现实世界的复杂问题。课程作为教学的基础单元

和核心单元，其质量评价是“评价—反馈—改进—提

升”质量闭环管理的核心，对专业毕业要求达成评价

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1]
。因此，开展课程质量评价改

革，不断提升课程质量，培养具有可持续竞争力，适

应未来新兴技术和经济发展的计算机专业人才，是计

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 

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应揭示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学习

和掌握程度，即能够体现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

因此，质量评价需与教学目标、教学策略紧密结合，

围绕课程目标，收集最具代表性、能反映学生学习结

果（产出）的相关数据，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为确

认教学质量和教学标准提供关键的评价方法和证据支

持，以达到教学质量持续改进的目的。 

2  课程质量评价体系构建 

开展课程教学质量评价，首先应明确课程目标的

内容构成，然后构建多维学习评价与反馈机制。如图

1 所示，评价体系划分为评价主体、评价内容和评价方

法。评价主体包含教学督导、课程负责人、授课教师

和学生；评价内容包含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和教学效

果；评价方法采用直接辅以间接、定量结合定性、过

程对照结果的综合方式，将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与课

程目标的知识、实践和具体表现的指标项联系起来。

在每个学期结束后，由课程负责人结合课程外部对课

程教学质量的监测与评审、来自任课教师的反思与学

＊基金资助：本文得到湖北省教研项目“面向工程能力培养的

信息类核心课程建设与实践”（鄂教高函[2022]1 号）；“面向

形成性评价的教学资源体系结构化设计研究”（鄂教高函

[2023]1 号）资助。 

             计算机技术与教育学报 第12卷 第3期 2024年9月 
Journal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Vol.12 No.3 September 202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25-0208 /© 2024 ISEP

82



 
   

 

生的反馈，分析学生在课程中的学业表现和学习体验

状况，撰写课程评价报告和改进行动计划。

 

 

 

 

 

 

 

 

 

 

 

 

图 1  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课程教学质量评价过程总体划分为评价准备、评

价实施、持续改进三个阶段，如图 2 所示。评价准备

阶段需要明确评价课程的背景、确定评价人员组成、

制定评价方法与实施流程,包括根据课程目标确定评

价要素与评价标准，制定评价量规表等。评价实施阶

段需要多渠道收集评价数据，如课程考核内容和标准、

学业成绩、学生调查问卷、课堂观察、访谈等，采用

直接辅以间接、定量结合定性、过程对照结果的综合

评价模式对数据进行分析，形成评价报告；持续改进

阶段需要反馈评价结果，分享经验教训，制定改进计

划。 

 

图 2  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总体过程 

3  聚焦课程目标的评价内容 

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以学生学习成效为核心，依据

“可评价、可操作”原则，依据课程目标设计评价内

容，有针对性地评估学生知识、技能和品行维度表现。

对于计算机类专业课程而言，除了考核软件开发工作

方法和程序技能的掌握程度，还应强调基于既有方法

和程序，对发现问题、创新方法的工程思维方式和责

任意识方面的评价。以数据结构课程为例，除了基本

的知识水平，更注重工程实践能力评价。根据课程目

标设计的教学目标评估量规表如表 1 所示。 

课程考核包含小组项目实践、个人实验、报告/汇

报展示、分组研讨环节。每个环节均强调过程性评价
[2]
，结合教学阶段性评价，通过学习前的学情问卷调查

和学习阶段性成效评估，观察学生的成长变化过程，

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与教学目标的差距，以便教

师能及时调整教学和实验内容，为学生提供学习支持。 

为了建立多元主体评价机制，实现多渠道收集评

价信息，做到交叉比较、系统归纳和相互佐证。本研

究采用三角检验法对比验证评价结果。因此，设计了

面向教学质量管理人员和学生的调查问卷，如表 2 所

示。问卷评价要素试图推动教师教育的课程质量观向

“目的适切性”发展，从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和教学

效果三个维度设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
[3] 

4  评价实施路径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科

学性以及在实践中应用的可行性,使用己构建的评价

指标体系对笔者所讲授的《数据结构》课程进行评价。

该课程是计算机类专业核心课程，课程组有 5 位授课

教师，面向大二 324 名学生开设。 

该课程教学遵循布鲁姆认知过程，设计了由浅入

深、分层递进的课程模块和阶段性目标，通过实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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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任务和小组合作，将知识、技能和品行培养融合在

一起，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工程思维能力和职业发

展适应力。 

表 1  教学目标评估量规示例 

教学目标 
评价等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能够基于事实对
问题建模，确定
解决问题的核心
数据结构和算法 

正确设计数据的结构和算
法；算法能正确、高效解
决问题；能对算法进行有
效分析和评价；算法设计
体现安全、性能、可维护
性、可扩展性和可靠性的
要求。 

正确设计数据结构和算
法；算法能正确、高效解
决问题，但对算法的分析
和评价不够全面；算法设
计体现安全、性能、可维
护性、可扩展性和可靠性
的要求中的至少3项。 

正确设计数据结构；
算法能正确解决主要
问题，满足基本功能
需求，但设计不够完
善；算法设计体现安
全、性能、可维护
性、可扩展性和可靠
性的要求中的至少1
项。 

未正确设计数
据结构；算法
不能满足基本
功能需求。 

掌握常用的编程
范例，根据实际
问题设计、编写
程序和部署软
件，实现需求并
全面测试。 

能综合运用数据结构知识
设计软件程序，通过编
码、调试、测试阶段完成
相应功能。程序运行流
畅，功能完善、人机交
互、可维护性好，效率、
可靠性高。 

能综合运用数据结构知识
设计、实现及测试软件程
序。程序运行流畅，功能
完备、人机交互、可维护
性好，设计时考虑了时空
效率，可靠性高。 

能综合运用数据结构
知识设计并实现软件
程序。程序正确运
行，满足基本功能要
求、设计时考虑了可
维护性和可靠性。 

不能独立运用
数据结构知
识，完成程序
的功能设计和
实现要求。 

能够应用数学、
科学和工程原理
描述软件系统，
并通过技术报告
或技术演示展示
成果。 

应用一致的文档和程序风
格标准编制软件代码和技
术文档；能准确使用专业
术语和形式化建模语言清
晰流利地表达设计思路、
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软件代码和技术文档编写
规范；能准确使用专业术
语和形式化建模语言流利
地表达设计思路、出现的
问题及解决方法。 

软件代码和技术文档
编写规范；能用形式
化建模语言正确表达
设计思路、出现的问
题及解决方法。 

软件代码和技
术文档编写不
够规范；系统
设计思路和实
现过程表述不
全面、不清
晰。 

沟通与合作 

主动、充分承担团队责
任；在有关期望和成员意
见发生冲突时，能积极协
调、沟通，找到解决方
法；组内成员评价高。 

积极承担团队责任；面对
开发中出现的问题，能通
过沟通与合作，找到解决
方法；组内成员评价较
好。 

承担团队中应有责
任；与团队成员配合
完成目标；组内成员
评价合格。 

不能承担团队
中应有责任；
组内成员评价
不合格。 

 

表 2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素 

1.教学过程 

1.1课堂氛围 
(1) 师生互动程度高，学生参与感强 

(2) 能够激发学生深入学习课程延伸、专业相关内容的兴趣 

1.2教学内容 

(1) 授课内容与课程目标相契合 

(2) 授课内容具有系统性，有助于帮助学生建立系统性思维 

(3) 引入学科最新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4) 有机融入工程报国、工程为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思政元素 

1.3学习指导 
(1) 引导学生课下进行实践训练 

(2) 对学生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问题和表现及时指导与反馈 

2.教学方法 

2.1引导性 (1) 采用启发式、研讨等方式，训练学生独立思考与批判性思维 

2.2实践性 (1) 设计项目实践，帮助学生掌握工程实践所遵循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模式 

3.教学效果 

（仅用于学生） 

3.1知识收获 
(1) 能良好吸收并掌握本课程教学内容 

(2) 能够将所学理论知识应用于现实所遇的问题中 

3.2能力提升 

(1) 具备形式化、算法和数学能力 

(2) 形成分析、设计、实施和项目管理能力 

(3) 具有适应未来发展变化的胜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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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课程考核设计与分析 

根据该课程教学目标，以学生学习成效为核心，

设计课程考核方式如下： 

（1）课程考核主要检验课程目标的达成度，课程

考核总评成绩以百分计，满分 100 分，平时成绩占 60%

（包含课堂表现、课内实验和分组项目），期终成绩

占 40%； 

（2）课堂表现的评价通过学生回答问题和参与

讨论的正确性、表述规范性方面进行师生主观评价实

现； 

（3）课内实验的评价通过对学生实验过程中的设

计、实现、报告撰写三部分进行主观评价实现； 

（4）小组实验项目根据小组实验评分项标准，按

照百分制评分； 

（5）期末考试采用闭卷考试，重点考察知识整合

能力与应用能力，根据期终考试评分标准按照百分制

评分。

表 3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及分析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方式 评价占比 整体达成程度 

课程目标1：理解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计算机内部数据对象的表示

和特性。掌握三种基本逻辑结构（线性、树型、图型）及其特点、

对每种逻辑结构掌握几种常规存储结构，并对基本操作在各存储结

构上的实现设计相应算法。掌握算法时间、空间复杂度分析的基本

方法，能够以基本操作的实现为目标分析、总结不同存储结构的特

点及应用范围，并在实践中灵活运用。 

课堂表现 4% 

0.82 

期末考试 32% 

课程目标2：能够正确分析常见的非数值计算类复杂工程问题，综合

考虑不同逻辑结构（线性、树型、图型）的特点及问题应用领域进

行合理的抽象建模。 

课堂表现 6% 

0.85 分组项目 5% 

期末考试 8% 

课程目标:3：针对给定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一定的约束条件(时空复

杂度)下，通过合理的组织数据，有效的存储数据，灵活的设计算法

开发满足特定需求的程序。 

课内实验 12.5% 
0.74 

分组项目 10% 

课程目标4：能够正确使用计算机专业术语以及业内常见的描述方

式（系统结构图、流程图、自然语言算法等）对具有一定难度的非

数值计算类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流程（包括需求分析、设计、实现、

调试、测试、使用说明等）进行正确、完整的书面描述。能够正确

使用专业术语与业内专业技术人员就解决方案设计、实现等流程进

行流畅的口头沟通。 

课内实验 12.5% 

0.79 

分组项目 10% 

 

根据对应课程目标的考核方式及评价标准，对学

生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分析如表 3 所示。课程考核反

映出学生在真实场景下的高阶实践能力和系统性思维

相对不足；根据软件开发规范，撰写标准化文档、正

确使用专业术语就解决方案设计、实现等流程流畅表

达的能力还有所欠缺。 

4．2  课程组外部评价数据分析 

学生学期末课程学习调查问卷采用五级评分量表，

由高到低分别为 A、B、C、D、E，324名学生的评价结

果如表 4 所示。每个指标项的评价结果以该项指标下，

各个等级的学生占全体学生的百分比呈现。学生的评

价结果显示，课程整体在能力提升方面的成效最差，

其次是课程的引导性。 

以《数据结构》课程为例，共有 4 位教学督导对

该课程进行了评分，评价结果如表 5 所示。教学督导

在课堂氛围方面的评价最高，在教学引导性方面的评

价最低，与学生的评价基本相符。对学院教学督导和

学生课程质量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目标权重分配、采

取模糊综合评价法
[4]
量化后的结果如图 3、图 4 所示，

与课程考核所反映出的薄弱环节基本相符。 

另外，对学生开课前的学情调查和课程中期的形

成性评价与访谈交流了解到，部分学生前期的编程基

础不扎实，不能熟练使用程序开发工具进行代码调式；

大多数同学习惯于验证性的实验内容，对于项目设计

类的综合实验一开始难以适应，但经过课程学习后，

实践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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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学生对课程教学质量的评价 

指标项 A B C D E 

课堂氛围 88.58% 10.49% 0.93% 0 0 

教学内容 76.54% 20.67% 2.79% 0 0 

学习指导 65.43% 31.48% 3.09% 0 0 

引导性 59.26% 31.17% 8.02% 0.63% 0.92% 

实践性 68.52% 29.01% 2.16% 0.31% 0 

知识收获 69.14% 29.01% 1.85% 0 0 

能力提升 43.52% 34.26% 16.98% 4.01% 1.23% 

表 5  教学督导对课程教学质量的评价 

指标项 A B C D E 

课堂氛围 50% 50% 0 0 0 

教学内容 25% 50% 25% 0 0 

学习指导 50% 50% 0 0 0 

引导性 0 75% 25% 0 0 

实践性 25% 75% 0 0 0 

 

 

图 3  学生评价结果 

 

图 4  督导评价结果 

4．3  基于评价的课程教学改进计划 

根据评价数据及分析，课程组发现了当前课程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下一

步改进计划： 

（1）系统性、整体性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组织和实

施方式。突破传统线性结构的课程知识排列与讲授方

法，结合项目实践将课程知识结构进行串编，帮助学

生建立系统性思维。 

（2）设计阶梯式实验项目，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以

及各种实践平台加强学生编程能力，确保学习效果。 

（3）通过真实案例和项目实践，让学生了解全周

期、全流程软件设计/开发流程，引导学生重视和掌握

规范化文档写作方法，加强表达与沟通能力锻炼。 

（4）加强学习监控，进一步增加阶段性、形成性

考核并及时反馈给学生，增强学生参与感，促进学生

自主学习。 

（5） 加强不同课程讲授团队间的学情交流，打

通上下游课程实验内容，帮助教师跳出具体课程看课

程，不断优化课程教学内容，形成课程间的有效衔接。 

5  结束语 

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是提升学生学习体验、保障课

程教学质量，为专业评价提供关键证据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数据结构课程实施的课程教学质量多元评价实

证表明，以课程目标达成为导向的多元评价体系能有

效发现课程教学中的问题与不足，为教师有针对性地

提出课程教学改革方向提供依据。同时，在实践过程

中我们也发现，课程评价改革需加强学习过程体验和

阶段性学习效果监测与反馈，进一步构建课堂展示、

自我评价、同伴评价、师生互评等多元评价方式。将

过程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嵌入教学过程，以便发现学

生能力形成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提供帮助，帮助

学生确定自己的发展优势和劣势，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力，充分发挥教学过程的育人价值。  

后续，研究团队将尝试引入参与式设计教学理念，

引导学生有效参与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设计。进一

步优化过程性评价方法和量规表设计，有效评价学生

学习过程表现、学习动机、价值观等非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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