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化工学院本科专业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

精神，落实“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理念，提升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普通高等学校

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教师[2017]13 号）《工程教育认证办

法》《西北师范大学教师本科教学质量考核评价实施办法（试行）》（西师

发[2017]88 号）《化学化工学院关于推进“面向产出与持续改进”的人才

培养改革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文件要求，规范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的程

序与方法，将评价结果用于课程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特制定本办法。 

一、组织分工 

专业成立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工作小组，负责组织课程目标达成情

况评价具体实施。 

组长：学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专业负责人 

副组长：各课程负责人 

成员：学院本科教学督导小组、各课程任课老师 

评价小组职责：负责组织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具体实施。包括确定

和审查本专业课程对毕业要求各指标点支撑关系的合理性；制定和审查评

价方法；确定课程的支撑权重值；收集数据，实施评估，撰写达成情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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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提出持续改进要求等。 

二、评价依据 

1. 课程教学大纲中的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3. 支撑课程目标达成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考核内容与方式； 

4. 课程教学大纲中规定的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方法； 

5. 课程各考核环节记录文档，包括期末考试等结果性考核环节，课堂

检测、课堂讨论、课后作业、实验报告、小论文、文献翻译、作品展示等

过程性考核环节的定量或定性考核数据和资料； 

6. 课程结束时对学生课程学习效果进行问卷调查的数据和资料； 

7. 能反映课程目标达成的其他数据和资料。 

三、评价周期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每学期或教学周期评价一次，即在每学期或教学周

期课程考核结束后进行评价。 

四、评价过程 

1. OBE 教学合理性审核 

任课教师在课程讲授开始前根据课程教学大纲内容制定教学日历，进

一步明确本学期课程的课程目标及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课程内容、课

程教学方法、课程考核方式等。专业负责人对教学材料合理性进行审核，

完成《课程 OBE 教学合理性材料及审查评价》。 

2. 试题审核 

任课教师在课程考试前，完成《试题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及审核评价表》，

专业负责人及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对试题与课程目标及毕业要求的对应关

系进行审核，并提出整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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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达成情况评价 

课程结束后，任课教师对课程目标达成资料进行整理并进行课程目标

达成评价。对于定量评价资料，依据课程大纲中的达成度计算方法，计算

课程目标达成值，完成达成情况分析与评价；对于定性评价资料，依据设

计的评价方法，分析评价课程目标达成情况。最后，任课教师负责撰写《课

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总结上一轮教学存在的问题及本轮整改情况，

分析总结本轮 OBE 教学存在的问题。教师个人从结果达成定性与定量两个

维度检视检验本课程在本学期产生的评价数据与课程目标是否高度相关，

并提出下一轮 OBE 教学改进措施。 

4. 评价结果审核 

专业负责人及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

进行审核后签字，专业及学院评价该课本轮 OBE 教学的实施与达成质量，

进一步检视评价数据与课程目标是否高度相关，并提出持续改进建议。 

五、评价方法 

（一）设置课程目标达成期望值 

各课程的课程目标整体达成度期望值为 0.65。 

（二）评价方法分类 

评价方法可选择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中的其中一种，或两种相结合，

依据课程大纲确定的评价方法进行评价。针对各类课程目标采用的考核环

节适用的评价方法如下： 

定量评价：课程考试等结果性评价，课堂表现测评、作业检测、单元

测试、期中考核等过程性评价方法，技能考核、案例分析、设计展示、课

程论文、专题报告、实验实训、学生成长档案袋等表现性评价方法，毕业

论文（设计）、教育实践（实习见习研习）等综合性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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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评价：外部调查、问卷调查、学生访谈、相关人员座谈交流、同

行评价、课程及大纲分析等具体方法。 

1. 定量评价方法 

根据所评价课程的教学大纲中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

系、课程考核成绩等考核记录文档，确定支撑各课程目标的各考核环节及

分值、权重。 

根据不同课程特点，课程考核总成绩可由平时成绩、期中成绩、实验

成绩、期末成绩等考核环节中的一项或多项按比例核算相加构成。平时成

绩包括期中考试(可单列)、小考、课堂检测、翻转课堂表现、课后作业、

课堂讨论、小论文、文献翻译、作品展示等环节的成绩；实验考核成绩包

括实验报告、实验操作、实验考试等环节的成绩。 

各考核环节的总分各为 100 分，支撑每个课程目标的各考核环节所占

权重之和应为 1，各考核环节支撑所有课程目标的分值之和应为 100 分，

如下表示例。 

课程目标 

考 核 环 节 

具体考核环节 总分 权重 

课程目标 1 

期末考试 35 0.6 

平时考核（作业） 20 0.2 

实验考核（实验考试） 50 0.2 

课程目标 2 

期末考试 40 0.5 

平时考核（课堂检测） 2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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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期末考试 15 0.6 

平时考核（小论文） 30 0.2 

实验考核（实验报告） 50 0.2 

课程目标… 

期末考试 10 0.4 

平时考核（作品展示） 30 0.6 

说明：1.该门课程考核总分为 100，期末考试成绩占 50%，平时成绩占 40%，实验成绩占 10%。期

末考试成绩总分为 100；平时考核包括作业（20分）、课堂检测（20分）、小论文（30分）和作品展

示（30）等四个环节，总分为 100；实验考核包括实验报告（50 分）和实验考试（50 分）等两个环

节，总分为 100。2.各课程可参照上述示例，根据课程目标和各考核环节的实际情况对表格进行增减。 

 

2. 定性评价方法 

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法。设计调查问卷时，要充分考虑学生的亲身体验

和主观感受，紧扣课程目标的内涵设计问题,问题以量表形式设计，内容不

重复、不交叉, 问题选项为：（1）非常认同；（2）认同；（3）基本认同；（4）

不认同；（5）非常不认同，学生以单选形式回答（详见示例 2）。调查问卷

在课程结束时由每位学生独立填写完成。最后统计分析调查结果，并计算

出课程目标达成度。具体步骤和计算方法如下： 

（1）先对“非常认同”“认同”“基本认同”“不认同”和“非常不认

同”五个选项进行赋分，“非常认同”为 10 分，“认同”为 8 分，“基本认

同”为 6 分，“不认同”为 4 分，“非常不认同”为 2 分，然后按课程目标

逐条统计回答“非常认同”“认同”“基本认同”“不认同”和“非常不认同”

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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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以下公式逐条计算出各课程目标达成度。课程目标 A 达成度=

（“非常认同”人数×10+“认同”人数×8+“基本认同”人数×6+“不认

同”人数×4+“非常不认同”人数×2）/（学生总人数×10）。 

（三）课程目标达成值计算 

1. 计算支撑课程目标的各考核环节的学生平均成绩 

根据课程大纲确定的课堂表现测评、作业检测、单元测试、课程论文、

期中考核等过程性考核环节得到的分数与期末考试成绩构成的课程考核成

绩单，逐个计算支撑课程目标的各考核环节学生平均成绩。 

2. 计算各课程目标的达成度 

计算公式如下： 

课程目标 A 达成度=（考核环节 1 的平均成绩/考核环节 1 的总分值）

×考核环节 1 权重+（考核环节 2 的平均成绩/考核环节 2 的总分值）×考

核环节 2 权重+……+（考核环节 n 的平均成绩/考核环节 n 的总分值）×考

核环节 n 权重。 

同理，计算出其他课程目标的达成度。 

六、评价结果及运用 

1. 评价结果。课程目标评价结束后，要及时编制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

析报告，包括课程基本信息、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支

撑课程目标的各考核环节的总分值与权重、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结果、课

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持续改进措施等（见附件 3）。分析报告和相关支撑

材料（考核成绩、调查问卷等）要完整、可追踪，由学院存档，保存期限

不少当届学生最长学习年限。 

2. 结果应用。评价结果要及时向全体教师反馈，作为专业开展课程体

系合理性和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检验教学改革成效，推进课程内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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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教师有针对性改进相应教学环节，调整和更新教学内容，改进课堂教

学方法，改革考核内容方式等的重要依据。 

七、其它 

本办法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由化学化工学院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评价小组负责解释。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年 8 月 20 日 

 

附件： 

1.《XXXX》课程 OBE 教学合理性材料及审查评价 

2.《XXXX》课程试题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及审核评价表 

3.《XXXX》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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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XXXX》课程 OBE 教学合理性材料及审查评价 

课程

信息 开课班级：               开课学期：         负责教师：XXX 

一、课程组提交的 OBE 教学合理性材料 

课

程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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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 

支撑 

设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课程目标 教学内容 支撑设计（教学设计） 评价方法 依据 

  

 
 

   

   
 

   

- -  
 

   

本课培养学生一践行三学会的教学设计 

侧重从以下方面对学生**素质进行培养： 

能力 1：分析运用**原理的能力——XXXXXXXXXXXX。（通过 课程目标 X 落实） 

教学设计：3 行字内简要表述。  

能力 2：XXXXX （通过 课程目标 X 落实） 

教学设计：3 行字内简要表述。 

 



 

 

 

 

 

 

详细考核方式（预设本课程的课程目标达成值为 XXX。（每门课程设定预期达成值））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考核环节 
课程目标考核环节

权重 

多课程目标支撑同

一毕业要求权重 

3.1 课程目标 1 
作业 1 0.5 

1 
期末考试（1） 0.5 

3.2 

课程目标 2 
实验报告 1 0.3 

0.2 
期末考试（2） 0.7 

课程目标 3 

实验报告 2 0.2 

0.3 随堂测试 1 0.2 

期末考试（3） 0.6 

课程目标 4 
实验报告 3 0.3 

0.2 
期末考试（4） 0.7 

课程目标 5 

实验报告 2 0.2 

0.3 随堂测试 2 0.2 

期末考试（5） 0.4 

- 课程目标 6 作业 2 1 - 

持

续

改

进 

上一轮执行中存在问题及拟采取改进措施 

存在问题 1: 



 

 

拟采取的改进措施: 

 

存在问题 1: 

拟采取的改进措施: 

 

学生评学 

课程结束，学生主观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进行评价。 

 

提交教师：                  

 

 

二、OBE 教学合理性材料的评价与审核 



 

 

 

合 

理 

性 

评 

价 

与 

审 

核 

分项审核意见  

各个课程目标： 

表述合理，可衡量性好    大部分合理、具有可衡量    部分课程目标 OBE

特征不清晰   大部分课程目标 OBE 特征弱     课程目标确定及表述不合理 

课程目标与所支撑的毕业要求对应关系:  

完全合理   ■大部分合理   基本合理   部分缺陷   不合理 

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与课程目标:  

完全匹配   ■大部分匹配   基本匹配   部分缺陷   不匹配 

课程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能力情况: 

完全适应   ■大部分适应   基本适应   部分缺陷   不适应 

课程考核持续改进： 

拟采取改进措施完全合理、可行     ■拟采取改进措施大部分合理、可行   

拟采取改进措施基本合理、可行     拟采取改进措施存在较多缺陷   

拟采取改进措施存完全不合理 不可行  

 

其他需关注方面： 

 

 

 

XXX 学院  

                  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 2：XXXX 课程试题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及审核评价表 
        学年    学期        课程名称：          提交教师：        

一、试题与课程目标及毕业要求的对应 

A 卷 

课程目标 
对应承载的毕业要

求指标点（二级） 
对应试题（分值）60-100分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4 一、1,2,3；二、1,2；三、1,2（25 分）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1.5 一、4；二、3；四（15 分）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3.1 一、5；二、4；三、3, 4；五（29 分）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4.1 一、6；二、5；六；七（31 分） 

B 卷 

课程目标 
对应承载的毕业要

求指标点（二级） 
对应试题（分值）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1.5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3.1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4.1   

注：每个二级毕业要求指标点一行！ 

二、评价及审批    

评价量质量标准/量规表 

等

级 

5 4 3 2 1 



 

 

 

评

价

标

准 

 

各考题题型与产出的

能力对应合理、考题题

量与支撑权重/“强度”

相符；所有试题与产出

对应 ；试题难度、试

题题量适中；A、B 卷

质量一致。 

各考题题型与产出的能力

对应合理、考题题量与支

撑权重/“强度”相符，但存

在个别缺陷；试题与产出

对应 ；试题难度、试题题

量总体适中，有别缺陷；A、

B 卷质量有个别不一致。 

各考题题型与产出的

能力对应大部分合理、

考题题量与支撑权重

/“强度”相符；试题与产

出对应；试题难度、试

题题量大部分适中；A、

B 卷质量基本一致。 

各考题题型与产出的能力

对应部分合理、考题题量与

支撑权重/“强度”存在较多

缺陷；存在个别试题没有与

产出对应 ；试题难度、试

题题量存在较多缺陷；A、

B 卷质量存在不一致之处。 

各考题题型与产出的能

力对应混乱、考题题量与

支撑权重/“强度”不一致

或不相符；存在较多试题

没有与产出对应 ；试题

难度或试题题量存在重

大缺陷。A、B 卷质量不

一致。 

系/教研室意见 

按量规表，试题与产出指标点的对应质量评价等级量化分值为：3.5 分 

      改进或关注点：试题与对应课程目标对应能力 

 

 

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审核  

           同意按此对应关系组织试卷！  

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3：《XXX》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 

课程信息 开课班级：           开课学期：2                 课程负责教师：XXX 

1.OBE 教学执行情况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教学内容  授课

方式 

简要说明教学内容、授课方式与产

出是否是否匹配  
考核环节 

考核方式与产

品是否匹配  

       

       

 
      

      

2.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 

（1）课程目标直接达成情况  

 

 

图×× XXXX级《××××××》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总体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根据课程目标达成成绩图说明： 



 

 

 

达成最好的课程目标是课程目标4，  原因：… 

达成弱的是：…                     原因： … 

 

 

逐个课程目标的学生达成情况散点图： 

个体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 

根据课程目标达成成绩图说明： 

个体达成差异的课程目标是课程目标X，原因：… 

 

 

（2）学生主观问卷所得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问卷达成结果： 



 

 

 

主观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根据课程目标达成成绩图说明： 达成最好的课程目标是课程目标4，

原因：… 

 

 

（3）综合分析 

       简要分析课程直接达成与  学生主观问卷达成中的差异，原因。 

学业追踪及学生帮扶情况情况分析 

 

3 持续改进情况 

问题 1 

上一轮教学存在问题: 

本轮教学改进措施： 

改进效果： 

问题 2 

上一轮教学存在问题: 

本轮教学改进措施： 

改进效果： 

达成情况分析及材料提交教师：  

                                             20XX.X.XX  
 



 

 

 

3 评价及审核 

具体评价：  

教学方法、讲授方式与课程内容选择存在支持课程产出方面还有个别缺陷和不完善地方；课

程评价能为学生的实际学习产出水平提供证据；作业大部分有与课程目标相适应的“量与深度”、

对于某项目毕业要求指标点课程能提供至少一个证据来证明其达成；上一轮执行中存在每个问题

至少得到部分改进。 

下一轮改进内容： 

关注教学支撑设计的优化；考核环节采用题库，应关注其题目更新；注意从能力达成情况

角度的分析及识别教学中存在问题。 

综合本课程本轮教学资料、本课程 OBE 执行质量评价值为： 3.5 分（5 分制） 

 

XXXXX 学院 教学指导委员会/XXXX 系 

        签章： 

                                            20XX 年 X 月 XX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