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量监测 “教”“学”并重 

课程教学质量到底好不好？好或不好到底谁说了算？有没有一

种质量监控与评价机制能够让教学质量得到科学、全面、可信度高的

评价？ 

“让课程优起来、教师强起来、学生忙起来、管理严起来、效果实

起来。”2019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为

新时代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指明方向。 

大连大学的“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课程，作为土木类专业本科生

的专业基础课，自 2016 年取得课程建设阶段性成果后，参照教育部

一流课程建设要求开展了新一轮课程升级建设。通过“组建校内外结

合的教学团队、开展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实行任务与指导结

合的引导模式、建立考核与评价结合的质量监控与反馈机制”的“四结

合”课程建设模式，力求构建支撑高水平课程建设的教学团队，探索

强化学生能力培养的课程建设新模式，建立系统、全面、科学、可信

的课程教学质量监控与反馈机制，实现保障质量与持续改革等目标。 

近日，麦可思研究邀请该门课程负责人、大连大学建工学院副教

授苗峰，分享了关于构建有效的课程教学质量监控与反馈机制的探索

实践。 

  



调查研究是制定课程建设方案的起点 

课程升级建设从哪里入手？根据“‘四结合’课程建设模式框架

图”我们不难发现，开展调查研究，分析比较毕业生质量报告、行业

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学生对课程教学的意见和最新教学研究成果，

从中找到课程教学中的共性问题，是制定课程建设方案的起点。 

苗峰表示，学生的学习感受和用人单位对人才培养的反馈，是专

业课程建设中尤其关注的问题。例如从学校与麦可思合作开展的《大

连大学土木类专业建设数据准备报告》《大连大学毕业生培养质量中

期评价报告》《大连大学用人单位跟踪评价报告》《大连大学学生成长

评价报告》等一系列研究中发现，学生表示课程学习中缺乏学习动力，

实践教学环节不足，希望提高教学趣味性；毕业生对教学中“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跨学科学习经历方面”满意度评价较低，认

为在校教育对“批判性思维”和“深度阅读”等职业素养影响较小；

用人单位反馈毕业生在“国际视野”“创新意识”和“与行业相关的

知识”方面相对欠缺等问题，均反映出原有课程教学在模式、目标、

内容与方法等方面的不足。 



课程组在归纳总结以上调研结果的基础上，参照专业核心课对人

才培养方案中毕业要求的贡献度，确定了新的课程建设思路——在教

学模式上要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在教学目标中强

化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专业综合能力，在教学方法上设计并实

施与教学内容特点契合度高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与环节。 

教学质量监测怎样才算公平可信？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流程围绕课程目标达成度，从教与学两条

线设定监控点与评价点，依托多维度评价体系实现质量评价的公平性、

全面性与可信度。”苗峰向麦可思研究介绍，这是“四结合”模式教

学成果的特色和创新之处之一。 

“课程教学虽然由‘教’与‘学’两方面共同运行，但实际上双

方的目标与效果并不是完全一致。”他说道，以往在教学质量评价与

监控中，更多强调了“教”的一方而淡化了“学”的一方，这让评价

结果并不全面。为此，在最新制订的课程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流程中，

考核与评价自成体系，独立运行。 

课程考核是从教师教学的角度考查所教的内容被学生掌握和运

用的程度，体现的是教师预期教学效果的实现情况，它以考核课程知

识与知识的运用能力为重点，结合线上线下教学方式和课程进度分阶

段进行；授课教师按设计的考核方案，在相应教学过程中嵌入各阶段

的形成性考核，在期末统一进行终结性结课考核和教考分离的第三方

评价考核。 

学习质量评价则是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查对所学内容的认知、理



解与运用情况，体现的是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感受与收获。教学团队

针对不同的教学活动，统一制订了由学生自主完成的自评、互评、总

结、调查问卷等标准表格与模板；授课教师组织学生参加教学活动，

学生按活动要求自主开展自评、互评，形成总结与报告，填写问卷调

查和课程评价等。 

苗峰表示，这样的设计能够充分体现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两方

面的感受，符合课程教学的客观规律，对落实学生中心理念、实现评

价结果的公平性和真实性也很有必要。 

而为了了解按照新思路实施教学后，师生能否适应，可否达到预

期效果，需要建立课程教学质量监控与反馈机制，对教学效果达成情

况进行量化监控与评价，以期不断持续改进，成为新一轮课程建设的

重要内容。 

课程考核向“过程”要“结果” 

新的课程建设思路需要教师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与教学环

节，对课程学习效果的跟踪考查就需要有相应的检查方法。故而，高

频率、多种类的过程性考核就成为新教学方法改革下的必然产物。 

据了解，在课程考核体系构成中，学期末的学习全过程成果的终

结性考核只占成绩权重的 30%。学习过程中的章节测验、学习总结完

成情况评价、随堂测验等实时跟踪考核占比更高。考核内容除常规的

试题解答外，还涉及阅读、讨论、宣讲、专题报告、文献查询、知识

归纳总结等。这样的考核设计也符合“新高教 40 条”中对“加强学

习过程管理，加大过程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健全能力与



知识考核并重的多元化学业考核评价体系，完善学生学习过程监测、

评估与反馈机制”的要求。 

而且苗峰还认为，对过程性考核的重视是对指导学生更好地通过

自主学习掌握与运用知识的有效方法，为学生展示个性化学习能力提

供机会很有帮助，也使学习成绩的评定结果更加全面、公平。 

当然，课程考核体系的革新也对任课教师提出更高要求。比如首

先对于相同学时、相同规模和相同难度的课程，教师需要投入更多的

精力与时间。其次，由于考核环节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工程实



际复杂问题，采用灵活多样的解决方法，这就要求负责题目设计的教

师有充足的工程实践经验或掌握足够的工程实践案例。 

教学质量好不好到底谁说了算？ 

课程教学质量到底好不好？好或不好到底谁说了算？对负责课

程设计与教学的教师而言，让自己的工作得到科学、公正、能够服众

的评价无疑很重要。 

“四结合”模式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中，将课程学习目标达成

度作为评价内容。为解决“达成度”作为一种非标准化项目，一方面

学生考核成绩无法完全代替，另一方面可能受个性化因素影响较大的

问题，课程教学团队按多群体、多项目、多形式的思路设计形成了课

程教学质量多维评价体系，请参与课程教学活动的四类人群（教学同

行、教学专家、授课教师、教学对象），从六个角度（课程目标、课程

设计、课程考核、教师自评、学生自评、教学质量）、十个方面开展评

价。 

例如在对课程教学实施与效果评价中，“跨校教学团队”（由多所

高校的课程授课教师和相关企业人员组成，校外成员占 70%），经过

研讨、审核，对课程进行目标合理性评价。课程设计是否有效？学校

教学督导专家组从课程设计能否有利于实现教学目标的角度进行审

议。来自学生对学习满意度的评价，体现了他们对学习效果的认同程

度。学生的课程考核成绩、对学习效果和学习目标达成情况自评，以

及教师对授课情况与相关教学问题的自评，则让任课教师对学生学习

目标达成情况心中有数。 



当然最为重要的，课程教学质量监控与反馈机制的建立，最终要

落脚到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中。据悉，经过两轮的教学改革尝试与改

进，目前课程团队获取的课程教学数据表明，课程教学质量持续向好，

尤其在学生融入新教学模式、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应对课程挑战等方面

有明显提升。苗峰表示，这一切对于保障教学质量形成良性循环大有

裨益。“我与教学团队各位老师一致认为，课程的改革永远在路上，

未来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实现课程教学质量的逐步攀升。” 

 

注：感谢宁夏大学夏国平，山东科技大学张征，大连民族大学覃丽坤，大连海洋大学刘

伟、牟瑛娜、陈凤山，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桥隧分院石磊、郭子华、

周朋，大连大学关萍、纪晓东、王玉杰、仲继清等教学团队成员为课程建设付出的努力与贡

献。 

 

撰稿：麦可思研究 郭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