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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和 OBE 理念下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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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发挥课程思政的强大育人主体作用，需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文中结合课程思政和工程教育认证理念，

提出以学生学习成果为核心（Outcome-based Education 缩写为 OBE）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多元化、过程性的混

合式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旨在提高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及培植素养与引领价值。以《材料工程基础》为例，演示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以期为完善混合式教学模式及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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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leverage the strong ro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The article combines the concept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proposes an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model centered on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OBE), and constructs a diversified and procedural blended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aiming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apply knowledge and cultivate literacy and leading value. Taking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demonstrate the quality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 and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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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6 日，教育部发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要大力统筹推进课程育人，

积极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实现思政教

育与知识获取的有机统一。课程思政是我国高校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得以落实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

位育人的重要抓手。要实施有效的教学改革，实现立德树

人目标，需将传统教学理念更新为以学生为中心、目标为

导向的 OBE 教学理念，同时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知识教学

的各个环节
[1]
。 

将传统教学与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在线学习相融合的

混合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开展的多手段、多途径的教

学模式，能有效提升学生能力和素养。教学模式的创新是

为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而教学质量的优劣应通过科学的

评价体系进行评价。自 2005 年
[2]
以来，研究人员除对混

合式教学理论基础建构
[3-5]

进行研究之外，也对混合式教

学模式实施绩效
[6,7]

进行研究。早期，主要是借助于学生

期望达成的满意度来对进行评价
[7-8]

。随后，研究人员分

析了教学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建立了更为客观、科学的

多元化过程性与结果性相结合的质量评价体系
[9-10]

。近年

来，随着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推进，利用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来施行课程思政，有利于实现“三全”育人
[11,12]

。如

此背景下，需根据混合式教学特点，构建课程思政理念下

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以准确客观地反映教学效果、学生学

习成效。 

1 课程思政理念下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原则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系统性、科学性、客观性、全面

性对于教师教学诊断与改进和学生学习的激励与导向具

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因此，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应遵循

以下原则
[9,13]

： 

1.1 个体差异化原则 

高度统一的标准化评价方式不适用天赋不一、志趣各

异的每位学生，因此混合式教学评价应尊重学生的个体差

异，既兼顾教学目标的实现，又凸显因材施教理念，促进

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 

1.2 主体多元化原则 

评价主体的一元化势必不能全面地反映学生学习情

况，混合式教学评价主体应覆盖整个教学过程的参与者，

力求从多个视角对学生发展进行客观的评价。 

1.3 方式多样化原则 

评价方式的单一化致使学生学习过程缺乏调控和激

励，混合式教学通过线上、线下多个方面进行科学的评价，

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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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内容全面化原则 

仅以知识与能力为评价内容的传统教学质量评价体

系不适用课程思政理念下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应围绕学

生知识与能力、素养与价值进行综合评价。 

1.5 过程动态化原则 

教学质量静态化评价难以反映学生学习态度和行为

的变化，混合式教学评价应提供并实施个性化的实时监控

与诊断以针对学生出现的问题及时干预与调整，促进学习

效率的保持和行为习惯的形成。 

1.6 结果实效化原则 

评价的目的在于检测学生阶段性学习成效是否达到

教学目标，根据评价结果反馈，学生有针对性地持续改进

自己的学习活动和行为，促进全面化和个性化发展。 

2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型与质量评价体系的

构建 

2.1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型的构建 

基于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原则，构建课前线上激发兴

趣、课中线下深化知识、课后线上拓展视野的混合式教学

模型
[13]

（如图 1 所示）。 

 
图 1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型 

2.2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评价体系以过程性评价与结果

性评价并重为原则（如表 1 所示），其中过程性评价由课

前学习评价、课堂活动评价和课后学习评价、期中评价四

部分组成，而结果性评价通过课程期末考试来实现。 

表 1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型 

评价类型 评价节点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评价主体 

过程性评

价 

课前学习

评价 

在线学习进

度 

课程视频观看时长、节

数 
教师 

在线学习行

为 

学习习惯、问答的贡献

值 在线章测试 每章知识理解、掌握程

度 在线期末考

试 

知识理解、掌握程度 

课堂活动

评价 

出勤情况 迟到、早退、旷课等 教师 

课堂互动 问答的贡献值 教师 

小组汇报展

示 

内容、参与度、能力提

升 

教师、学生 

课后学习

评价 

习题作业 知识理解、应用 教师 

线上实践拓

展 

知识理解、拓展 教师 

期中评价 课程期中测

试 

知识理解、掌握程度 教师 

结果性评

价 

期末评价 课程期末考

试 

知识理解、掌握程度 教师 

 

3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指标的实践应用 

以《材料工程基础》为例，依据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模型进行教学设计，并根据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进行质量评价演示。线上学习活动的开展基于智

慧树学习平台，样本以 97 名 2020 级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大二本科生为研究对象。 

3.1 课程目标 

课程秉承我校“培养国内计量标准质量领域顶尖创新

人才”总目标，以“专业基础扎实、新材料计量领域创新

型人才”培养理念为指导，对标工程认证毕业要求，将课

程目标梳理为： 

知识目标：能运用动量、热量、质量传递基本理论及

分离、析出、干燥基本知识描述、解释流体输运与综合传

热、传质问题。 

能力目标：能运用动量、能量、质量平衡关系原则与

方法识别、判断材料生产过程的关键参数及强化设备运行

的关键环节。 

素养目标：培植团队协作、精益求精、刻苦钻研、计

量精神及标准、创新意识等。 

价值目标：引领文化自信、家国情怀、安全意识、职

业道德及责任感和使命感等。 

3.2 课程教学组织实施 

本课程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

式开展教学活动，课前-课中-课后的活动流程如图 1 所示。

根据课程教学目标，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通

过线上视频、案例教学、课堂互动、小组汇报等实施，践

悟团队协作、刻苦钻研、计量精神、标准意识等与学思家

国情怀、文化自信、职业道德、责任担当等，实现素养培

植和价值引领。 

3.3 课程教学质量评价 

（1）课程考核评价方式 

为改革传统考核评价模式不利于提高学生学习过程

参与度之弊端
[13]

，结合智慧树云课堂利用，本文以《材料

工程基础》课程为例，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力求全面和

客观地评价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情况。本课程考核评价思

想如下：首先，遵循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线

上活动评价与线下活动评价相结合的原则，以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过程参与度、积极性；其次，为鼓励学生独立完成

作业，采用“记交不记错”方式原则；另外，在某些考核

环节中增加思政育人考核要素
[14-15]

，例如计算“奋斗着”

号坐底马里亚纳海沟时受到的表压及分析其需要克服哪

些技术困难，学习拼搏奉献、勇攀高峰的中国载人深潜精

神。课程考核分 10 个项目进行，每个项目成绩权重详见

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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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考核评价方式 

评价类

型 
考核方式 考核详细说明 占比/% 

过程性

评价 

在线学习

进度 

考察视频观看时长、节数（含弹题），

智慧树平台获得 
9 

在线学习

行为 

考察每日学习习惯及学习互动贡献，智

慧树平台获得 
6 

在线章测

试 

考察线上章视频学习情况，平台每章 5

道选择或判断题 
3 

在线期末

考试 

考察线上视频学习情况，平台随机推送

60 道选择或判断题 
12 

课堂互动 
课堂随机测试，考察课前、课中学习情

况以反馈学习动态 
3 

课堂小组

汇报 

考察小组协作能力、分析表达能力及思

政元素融入 
10 

课后作业 

为鼓励独立完成作业，采用“记交不记

错”的方式，凡提交 1次线下作业积 1

分，共计 5 次线下作业 

5 

线上实践

拓展 

考察自主学习能力、综合运用能力，培

植素养、引领价值 
2 

课程期中

测试 

采用闭卷形式，基础知识 50 分、能力

分析 40 分、素养与价值 10 分 
10 

结果性

评价 

课程期末

考试 

采用闭卷形式，基础知识 50 分（判断

10 分、单选 20 分、填空 20分）、能力

分析 35 分（简答 15 分和计算 20分）、

素养与价值 15 分 

40 

（2）课程教学目标达成评价 

①课程目标达成总体情况 

 
其中，课程目标考核设计评价值计算方法：∑{支撑课

程目标 N 的过程性考核成绩总分×过程性考核成绩占比

（%）}+支撑课程目标 N 的结果性考核设计总分×结果性考

核占比（%）；课程目标实际平均评价值计算方法：∑{支撑

课程目标 N 的过程性考核实际成绩×过程性考核成绩占比

（%）}+支撑课程目标 N 的结果性考核实际成绩×结果性考

核占比（%）。各课程目标达成总体情况如图 2所示。从图中

可见，课程目标 1 的达成评价值达 0.81，总体达成情况良

好，反映了学生对基础知识掌握较好；课程目标2的达成评价

值为 0.71，能力目标基本达成；而课程目标 3、4的达成评价

值略微低于0.7，说明素养与价值目标达成情况有待加强。 

 

图 2  课程目标达成总体情况 

②课程目标个体达成情况 

 

 

 

图 3  课程目标个体达成情况分布 

从97名同学的课程目标达成个体情况（如图3所示）

来看，课程目标 1 个体达成分布区间较窄且基本都大于

0.7，说明知识目标达成情况良好；课程目标 2 和 3、4

个体达成分布区间较宽，但大部分都集中在 0.6～0.9 区

域，说明能力目标、素养与价值目标总体达成还不错。 

4 结语 

本课程教学力求在用动量、能量、质量平衡关系分析

与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中提升学习能力，通过分析物性参数

测量、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前沿实践案例以理解信息社会与

自我关系，在不断挑战中直面问题、精益求精、自主创新、

心系家国。虽然本课程通过课堂互动、小组汇报、线上实

践拓展以及考题设计等措施将素养与价值内容纳入考核

环节
[15]

，但素养培植与价值引领很难在教育成果中准确呈

现出来
[16]

。今后，仍需要不断完善课程思政下的教学质量

评价指标，以更为科学、精细地评价教学效果。 

基金项目：中国计量大学本科教育教改项目

（HEX2021014）：课程思政下混合式课堂教学改革及质量

评价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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