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3-2024 学年度第一学期

本科课程评估分析报告

二〇二四年四月



1

2023-2024 学年度第一学期本科课程评估

分析报告

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和《关于一流

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学校制定了《本科课程评估实施办

法》，由评建办组织开展课程评估工作。本次课程评估范围是 2023-2024

学年度第一学期开设的部分本科专业课程，现对本次课程评估工作总结如

下：

一、课程评估过程

本次课程评估分为三个阶段。

（一）二级学院初评阶段

各二级学院成立课程评估专项工作组，由教研室课程负责人先对课程

建设情况进行自我检查和总结，对照指标体系，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

决的对策，形成自评报告和相关支撑材料。教研室完成自评后，将自评报

告及相关支撑材料提交至开课学院，由院系负责人对课程进行综合评定，

形成学院课程评估自评报告。

（二）学校复评审定阶段

评建办制定课程评估听课计划，安排督导专家对参评课程进行听课，

对授课教师的教学过程进行评价、记录、打分；组织评估专家审读课程自

评材料，逐项评审观测点材料，形成评估结论和建议。

（三）整改提高阶段

课程负责人根据评估专家意见和建议，在一个月内将课程整改方案提

交至评建办。对于评估不合格的课程，教研室须限期整改，学校将在下个

评估学年对其再次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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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评估结果

（一）总体情况

本次课程评估参评课程共有 34门，课程评估结果详见附表。其中，

15门课程评定为优秀，18门课程评定为良好，1门课程评定为合格，参评

课程评估等级分布情况见图 1。

图 1 参评课程评估等级分布情况

各二级学院参评课程门数如下：电子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8门，经

济管理学院 5门，教育学院 5门，体育与健康学院 6门，智能制造与车辆

工程学院 4门，建筑工程学院 4门，公共课教研中心 2门。大部分课程的

档案材料比较齐全、详细，支撑材料准备比较充实和规范。其中，优秀课

程数排前三的学院分别是体育与健康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和电子信息与计

算机工程学院，各二级学院参评课程评估等级分布情况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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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二级学院参评课程评估等级分布情况

本次课程评估的评估平均分为 88，标准差为 6，各二级学院课程评估

平均分及标准差见图 3。从图中可以看出，公共课教研中心的课程评估平

均分最高，且标准差最小，说明其参评课程的建设情况均较好；经济管理

学院课程评估得分标准差为 10.3，标准差最大，说明其参评课程的建设情

况差别较大，原因是部分课程的内涵建设有所欠缺，需进一步按照指标要

求完善课程建设，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图 3 各二级学院参评课程评估平均分及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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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评课程指标分析

本科课程评估实施办法有共 6个一级指标和 1个特色项目，下有 17

个二级指标。34门参评课程均进行复查评审，表 1是以观测点为单位进行

评估结果统计，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学校课程建设的情况。其中，评估为 A

级指标最多的 3个观测点分别是：教学工作量（1.2.2）、教师风范（1.5.3）、

同行及督导评价（6.1.1）；评估为 D级指标最多的 3个观测点分别是：职

称结构（1.1.2）、科研项目（1.3.2）、试卷分析（4.2.3）。

表 1 参评课程评估指标等级汇总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点 A级

(门)

B 级

(门)

C 级

(门)

D 级

(门)

1.师资队伍

1.1队伍结构
1.1.1年龄结构 14 15 4 1
1.1.2职称结构 10 7 9 8

1.2主讲教师
1.2.1教师资格 19 6 6 3
1.2.2教学工作量 30 3 1 0

1.3业务水平
1.3.1学术水平 16 9 6 3
1.3.2科研项目 8 4 12 10

1.4师资培养 1.4.1教师培养 14 15 2 3

1.5师德师风

1.5.1师德水平 21 12 1 0
1.5.2教师荣誉 22 6 6 0
1.5.3教师风范 31 3 0 0

2、教学条件

2.1教学大纲 2.1.1教学大纲 17 13 2 2

2.2教材与教

学参考资料

2.2.1教材选用 19 7 8 0
2.2.2教材内容 25 8 1 0

2.2.3教学参考资料 19 9 6 0
2.3教学设备

与场所

2.3.1教学仪器设备及

教具
11 17 6 0

3、教学内容

及教学改革

3.1教学内容
3.1.1教案 19 12 2 1

3.1.2教学理念 18 15 1 0

3.2教学方法

与手段

3.2.1教学方式 17 16 1 0
3.2.2教学技术手段 16 16 2 0
3.2.3网络教学资源 15 10 8 1

4.考核

4.1平时考核 4.1.1平时成绩考核 18 13 3 0

4.2期终考核

4.2.1试卷命题规范 21 10 1 2
4.2.2阅卷规范 25 7 1 1
4.2.3试卷分析 17 1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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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学管理
5.1教学档案 5.1.1课程教学档案 23 8 2 1
5.2质量管理 5.2.1教学质量标准 21 11 2 0

6.教学效果

6.1同行与督

导听课
6.1.1同行、督导评价 27 6 1 0

6.2学生评价 6.2.1学生评价 26 8 0 0
7.特色项目 7.1特色项目 7.1.1课程特色 5 23 5 1

图 4是对课程评估二级指标得分率分析，得分率最高的指标是“同行

与督导听课”和“学生评价”为 95.29%，得分率最低的指标是“业务水平”

为 74.12%，主要原因是“科研项目”整体评价不高，需课程负责人和相关

领导引起重视。参评课程二级指标得分率详见图 4。

图 4 参评课程二级指标得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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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情况总结

学校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应用型人才成长规律，坚持“学生中心、

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通过启动各项质量监控工作，不断加强和

完善课程建设，并取得一定成效，主要集中在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效果建

设方面的改善。

（一）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是决定教学质量与办学水平的关键因素，随着学校办学条件

迅速改善，教学队伍的建设成效也尤为明显。从表 1的评估指标等级分析

可以看出，大部分课程都很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

形成了高学历的教师队伍，新进教师均具有研究生学历；每位教师的年均

教学工作量均达到学校规定的额定工作量。

针对近年来大量引进高学历青年教师的现象，为稳定教师队伍和提高

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各二级学院均有青年教师培训规划，如：老带新制

度、师德师风制度等，不断提高青年教师的授课水平，确保无教学事故发

生。

（二）教学效果建设

课程教学效果由督导听课、同行听课、学生评价共同决定。近年来，

学校把听评课作为教学管理的重要工作来抓，建立、完善督导队伍和听评

课系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让课堂的注意力从教师转移

到学生和学习上，增强了师生互动，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从表 2的评估

指标等级分析可以看出，大部分课程的督导、同行、学生评分达 80分及

以上的占比超过 95%，得到督导、同行、学生的认可，课堂教学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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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在本次课程评估中也暴露出课程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

课程评估重视度、师资队伍、考核、教研教改。

（一）课程评估重视度不够

课程评估是教学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能促进课程质量的提高。但在

本次课程评估中发现，部分学院、教研室及课程负责人对课程评估工作重

视度不够，导致课程评估提供的资料和数据不完整，未能充分展现课程建

设实际状况，未深入剖析课程建设的不足、未提出有效的改进措施等，且

部分佐证材料难以支撑观测点要求。

（二）师资队伍在职称结构方面较为薄弱

师资队伍中教师职称结构不太合理，初级职称占比偏高，且表现为青

年教师占比过高，这一问题可能会影响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深度。此外，职

称是衡量教师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的显性标志，高职称占比偏低和初级职

称占比偏高会导致职称结构失衡，不利于形成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三）课程考核在试卷分析方面缺乏创新

部分课程教师对试卷分析创新度不够，分析方法过于简单，缺乏深度

和广度，未能体现出 OBE教学理念，少部分同一科目的试卷分析结果雷

同。这一问题会导致教师无法真实地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同时无法对学

生学习效果进行有效分析，无法形成持续改进的闭环，不利于提高教学质

量。

（四）课程建设的教研教改开展不足

部分课程课程未体现出“OBE教学理念”，更难说达到“两性一度”

的要求。表现为内容缺乏定期更新，导致教学内容与当前学术研究和行业

实践脱节。教学方法偏单一，过于依赖传统的讲授法，缺乏互动性和参与

性，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造性。评价方式过分依赖期末考试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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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测试，不足以全面评价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思维，也缺少有效的课程

反馈和评价机制，导致课程问题难以及时发现和解决。

五、改进建议

针对课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提高课程评估重要性的认识

课程评估是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了师资队伍、教学条件、

教学管理、教学效果等内容，能反映出课程教学的成败得失，为促进课程

建设提供有效的信息，从而提高教学整体水平。特别是青年教师的课程建

设尤为重要，应让青年教师更多地参与课程评估，厘清课程评估与课程建

设的关系，做到“以评促建”，提高整体教学质量。

（二）加强师资队伍综合素养的培养

招生规模的快速发展使得教师队伍也快速扩招，许多新进教师、青年

教师一进校就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这些教师在专业理论知识方面非常

优秀，但在教学、专业实践方面有所欠缺。因此，加强师资队伍综合素养

的培养成为重中之重，尤其是教育素养与专业实践素养，以保证师资队伍

的可持续发展。

（三）加大试卷分析的创新

试卷分析是教学质量评估的重要手段之一，能够反映出学生对知识点

的掌握情况以及教师教学水平，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因此，

在试卷分析中要有创新，不能单套用模板样式，要科学地选择量化指标来

分析试卷。同时。教师要把试卷分析作为教学效果的检验，从中反思教学

得失，分析自身原因并在后续教学中加以解决，实现教学闭环，促进教学

质量的改进。

（四）深化课程的教研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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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更新：定期审查和更新课程大纲，确保教学内容反映最新的

学术研究和行业趋势。

教学方法多样化：采用案例教学、小组讨论、反转课堂等互动式教学

方法，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利用信息技术，如在线教育

平台和虚拟仿真实验，增强教学的互动性和实践性。

多元化评估方式：采用多元化的评估方式，包括课程项目、小组作业、

口头报告等，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建立同行评审和自我评估机制，

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和自我反思能力的发展。

教师专业发展：为教师提供定期的专业发展培训，包括最新的教学方

法和技术、学科前沿知识等。鼓励教师参与学术交流，通过研讨会、工作

坊和学术会议更新知识和教学技能。

提高学生参与度：通过学生信息员反馈机制，收集学生对课程的意见

和建议，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真正做到持续改进。

附表：2023-2024学年度第一学期课程评估结果统计表

教学评估与建设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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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23-2024学年度第一学期课程评估结果统计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评估分数 评估等级 开课学院

1 电子 CAD技术 94.6 优秀 电子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2 自动控制原理 93.6 优秀 电子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3 数字信号处理 85.8 良好 电子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4 软件建模原理 89.2 良好 电子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5 数据结构与算法 88.0 良好 电子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6 分布式系统与云计算 94.4 优秀 电子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7 高等数学 BI 81.4 良好 电子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8 大学物理 BII 84.6 良好 电子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9 国际金融 72.0 合格 经济管理学院

10 统计分析与 SPSS 应用 82.2 良好 经济管理学院

11 金融学 93.6 优秀 经济管理学院

12 旅行社经营管理 95.6 优秀 经济管理学院

13 金融计量学 94.8 优秀 经济管理学院

14 美术技能（三） 84.2 良好 教育学院

15 教育心理学 90.4 优秀 教育学院

16 学前儿童文学 86.2 良好 教育学院

17 大学语文 92.6 优秀 教育学院

18 律动与打击乐 79.2 良好 教育学院

19 人体解剖学 88.0 良好 体育与健康学院

20 基础护理学 90.8 优秀 体育与健康学院

21 内科护理学 94.8 优秀 体育与健康学院

22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79.8 良好 体育与健康学院

23 体育概论 79.6 良好 体育与健康学院

24 运动解剖学 95.6 优秀 体育与健康学院

25 数字电子技术 81.8 良好 智能制造与车辆工程学院

26 机电控制工程基础 92.8 优秀 智能制造与车辆工程学院

27 汽车测试基础 88.8 良好 智能制造与车辆工程学院

28
汽车计算机辅助设计软

件应用
95.0 优秀 智能制造与车辆工程学院

29 画法几何 83.2 良好 建筑工程学院

30 土力学 90.6 优秀 建筑工程学院

31 材料与工艺 80.6 良好 建筑工程学院

32 材料力学 88.6 良好 建筑工程学院

33 大学英语 AIII 90.4 优秀 公共课教研中心

34 大学英语 BIII 89.2 良好 公共课教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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