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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技学院食品学院 

2019 年 9 月 21 日 

河南科技学院食品学院文件 
院字〔2019〕011 号 

 

 

关于印发《食品学院工科专业课程目标达成

度评价机制和实施办法》的通知 

 
院属各教研室、各部门： 

 

经食品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学院制定了《食品学院工科

专业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机制和实施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自印发

之日起执行。请认真组织学习，贯彻落实。 

 

 

 

 

 

 

 

 

 

 

 

河南科技学院食品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2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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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学院工科专业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机制和

实施办法 

 
为有效保证我院工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出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满足行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参照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标准、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特制

定本实施办法，对本专业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度进行评价。 

一、 指导原则 
 

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工程教育认

证通用标准”、“专业补充标准”为指导，依据本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

教学大纲，对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的结果用于后

期教学的持续改进过程中。通过对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进行评价，可

以进一步为本专业人才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提供较为科学、合理的支

撑，对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具有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二、 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为修读该课程的全体学生。

三、 评价周期 

对于学期末结束的课程，结课后立即对该课程的教学目标达成度

进行评价；对于一个学年结束的课程，在结课学期的期末对该课程的

教学目标达成度进行评价。评价过程中要综合判定课程教学目标的达

成情况，并形成评价报告，以评价报告为依据对课程教学大纲中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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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活动、考核方式、不同考核方式的成绩占比

等）进行改进。 

四、 责任机构和责任人 
 

由学院院长、主管本科教学副院长、专业负责人、教研室主任和

教学骨干教师组成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工作小组，全面负责课程 

达成情况评价的实施。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责任人为课程负责人。

专业负责人和教研室主任负责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报告的审核。 

五、 评价过程 
 

课程结束后课程评价责任人以课程教学目标为出发点，根据支撑

每个课程教学目标的教学内容、考核方式和考核结果，以课程教学过

程中的平时考核材料和期末考核材料作为评价依据，根据教学大纲中

制定的考核标准，综合评价相应的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 

1. 评价依据 

评价的依据主要为课程教学大纲中各种教学活动的考核材料和

考核结果，包括期末考试、课堂作业、课程论文、课堂讨论、课后作

业、实验报告、实习报告、毕业设计（论文）等。 

评价数据收集方法由任课教师、指导教师或者实验员等，根据课

程目标对应的考核环节，对学生的完成情况和质量，参照评分标准给

出成绩并形成记录文档。 

2. 评价数据合理性确认 

评价数据合理性应聚焦课程教学目标体现的学生学习成果，评价

的数据和评价报告能够说明以下三个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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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目标与所支撑的毕业要求二级指标点的对应关系是否

合理； 

（2） 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能否有效支撑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 

（3） 考核方式能否反映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按照教学大纲中

制定的考核方式在评价报告中分别描述）。 

六、 评价原则与方法 
 

首先，任课教师要明确课程教学目标、支撑课程教学目标的毕业

要求指标点和考核方式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联合支撑同一

个课程教学目标的多个考核方式一起针对该课程教学目标进行达成

度评价。如果某一课程被评价的所有教学目标均达成，则该课程实现

了对毕业要求二级指标点的支撑。期末考试命题过程中，命题教师要

清楚每个课程目标对应的具体试题，以便针对期末考试这种考核方式

进行达成情况评价。 

任课教师进行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前，须提交课程目标达成

度评价依据合理性评价表（附件 1），经教研室主任组织相关老师进

行合理性评价后且评价结果在基本合理以上时方可进行课程教学目 

标达成度评价。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内容及评价模板见附件 2。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时，以参与课程学习的整个班级学生为

评价样本。某课程教学目标 1 达成度的计算方法举例如下： 

 

课程目标 1 中的考核方式 1 达成度 = （参与评价的学生在该评

价方式的实际平均分/目标分值）× 对应权重 

课程目标 1 中的考核方式 2 达成度 = （参与评价的学生在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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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方式的实际平均分/目标分值）× 对应权重 

课程目标 1 中的考核方式 3 达成度 = （参与评价的学生在该评

价方式的实际平均分/目标分值）× 对应权重 

课程目标 1 中的考核方式总达成度 = ∑（参与评价的学生在该

评价方式的实际平均分/目标分值×对应权重） 

完成对教学目标 1 中使用的每种考核方式进行达成度评价之后， 

如果每种考核方式都达到了期望值（一般定为 0.6），该教学目标则达

成。以此类推，继续完成其他课程教学目标对应考核方式的达成度评

价。如果有任何一种考核方式未达到期望值，该考核方式则没有实现教

学目标，需进一步计算课程教学目标平均达成度。如果课程教学目标平

均达成度达到期望值，则该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否则课程教学 目标未

达成。 

对不同课程教学目标使用的考核方式达成度进行评价是为了更 

好地检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考核手段是否有效。如果没有达到期望

值，则说明考核方式、教学活动、教学内容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

任课教师要总结问题所在，并提出改进办法。 

依据上述原则和方法，针对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进行评价，同时

形成评价报告。评价报告要依据附件 2 中的内容进行撰写。形成课程

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报告后，经教研室主任组织相关人员审核、学院

主管教学副院长审核签字后，交由学院教学秘书备案（审核表见附件

3）。 

七、 评价结果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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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课程目标达成情况，主要用于课程的持续改进，包括教学内

容、考核方式、评分标准、授课方式等教学大纲内容的持续改进。同

时，根据具体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评价数据，作为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观测点达成情况的重要测算依据，进而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的直

接评价测算的数据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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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依据合理性评价表 

 

一、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课程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时间 学年第 学期 

授课对象 
 

选课人数 
 

参评人数 
 

任课教师 
 

评价责任 
 

课程目标达成度期望值 
 

 

二、合理性评价表 

 

 

 

课程目标 

 

 

指标点 

 
毕业

要求 

评价依据来源 合理性评价 

 
试题 

 
作业 

 
设计 

合 

理 

基本 

合理 

不合 

理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 
        

注：1. 课程目标必须与课程教学大纲中的表述一致； 

2. 评价依据来源应基于课程教学大纲的课程考核方法进行，此部分由任课教师填写； 

3. 合理性评价由教研室主任组织相关老师进行评价。 

 
三、审核结论 

 
1. 教研室主任审核结论： 

 
 

合理 □ 基本合理 □ 不合理 □  

  
签字： 年 月 日 

 

2. 教学院长审核结论： 

同意 □ 不同意 □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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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报告 

 
 

一、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课程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时间 学年第 学期 

授课对象 
 

选课人数 
 

参评人数 
 

任课教师 
 

评价责任 
 

课程目标达成度期望值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1 *** 
  

课程目标2 *** 
  

课程目标3 *** 
  

… … … 

注：与相应课程教学大纲保持一致。 

 
三、课程目标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 评价方式 1 评价方式 2 … 

课程目标1 *** 
   

课程目标2 *** 
   

课程目标3 *** 
   

… … … … 

注：评价方式包括：平时作业、平时测试、课程论文、课程设计、实验、结课成绩等，在课

程目标考核对应的考试环节的表格中打√。 

 

四、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结果 

 
1. 教师、学生评价结果（问卷） 

 

课程目标 教师评价 学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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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教师评价 学生评价 

课程目标1 
  

课程目标2 
  

课程目标3 
  

课程目标n 
  

整体课程目标 
  

注：1.根据课程目标制作调查问卷，分为三档：完全达成、基本达成、未达成；分别赋分： 

1.0、0.7、0.4。 

2. 教师评价指任课教师对课程目标是否实现的主观评价，如有多名任课教师，取最低值。 

3. 学生评价指学生对课程目标是否实现的主观评价，取学生样本的平均值。 

4. 整体课程目标取课程分目标的最低值。 

 
2. 课程考核成绩评价结果 

 
 

课程目标 

 

评价方式 

 

评价数据来源 

 

权重 

 

目标分值 

 

实际平均分 
目标达成

评价值 

 

 
 

课程目标1 

期末考试 
例：一、选择题1,5 

二、判断题3,5 
...... 

A1% 
   

平时作业 例：作业 A2% 
  

课程论文 例：论文 A3% 
  

...... ...... ...... 
  

 

 
课程目标2 

期末考试 
     

平时作业 
    

课程论文 
    

...... 
    

 
 

… 

期末考试 
 

… 
   

平时作业 
 

… 
  

… 
 

… 
  

整体课程目标达成评价值 
 

整体课程目标 达成/未达成 

注：1.权重为对应评价方式在相应课程目标中的权重，A1%+A2%+An%=100%。 

2. 实际平均分为参与评价的学生在该评价方式的平均分。 

3. 课程分目标达成评价值为实际平均分/目标分值*对应权重之和。 

4. 整体课程目标达成评价值为课程分目标达成评价值的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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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图 1 《****》课程目标达成评价值柱状图

注：根据课程目标达成评价实际结果绘制。 

 

 

 

 

 

 

 

 

 

 

 

 

 

 

 

 

 

示例 图 2 《***》课程目标 1 达成分布散点图

注：根据不同课程目标分别绘制课程目标达成散点图。 

五、课程总结与改进措施 

 
1.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 

 
（1） 达成情况 

 
（2） 存在问题 

 
（3） 改进措施 

1.00 

 
0.90 

 
0.80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值 

0.70 

课程目标达成度期望值 

0.60 

 
0.50 

0.76 0.83 0.89 0.7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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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0.90 

0.80 

0.70 

0.60 

0 20 40 60 80 100 120 

学生样本个体 

课
程
目
标

1
达
成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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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价结果一致性评价分析 

 

 
评价内容 

一致性判断 

一致 基本一致 不一致 

学生评价结果与课程评价结果的对比分析 
   

教师评价与课程评价结果的对比分析 
   

学生评价结果与教师自我评价结果的对比分析 
   

注：在一致性情况对应栏目空格中打√。 

 
3. 合理性评价分析 

 

 
评价内容 

合理性判断 

合理 较合理 不合理 

课程目标定位 
   

课程评价方式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 
   

注：在合理性情况对应栏目空格中打√。 

 
4. 个体评价分析 

 
【根据学生成绩分布，针对成绩靠后、需要帮助的学生，分析原因，改进教学方法，并

在后续教学中予以帮扶】 

 

六、相关说明 

 
【1.对不适合做量化计算的课程进行说明。2.对与课程教学大纲不一致的地方做出说明。 

3. 说明选课但不参与评价的原因，如没有完成教学环节。4.其它说明】 



— 12  

附件 3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审核表 

 

一、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课程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时间 学年第 学期 

授课对象 
 

选课人数 
 

参评人数 
 

任课教师 
 

评价责任人 
 

 

二、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自评结果 

 

目标期望值 自评值 自评结论 

  
达成 □ 基本达成 □ 未达成 □ 

 

三、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审核 

 

 

 

评价方

法审核 

考核方式是否覆盖课程目标 完整覆盖□  基本覆盖□  覆盖不全□ 

教学内容是否支撑课程目标 完全支撑□ 基本支撑□ 未支撑□ 

各课程目标考核分值是否合理 完全合理□ 基本合理□ 不合理□ 

考核内容是否合理 完全合理□ 基本合理□ 不合理□ 

评价结果判定是否严格 非常严格□ 基本严格□ 不严格□ 

持续改 

进审核 

改进措施是否完善 完全完善□ 基本完善□ 不完善□ 

改进方法是否合理 完全合理□ 基本合理□ 不合理□ 

 

四、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审核结论 

 
1. 教研室审核结论： 

 

达成 □ 基本达成 □ 未达成 □  

签字：   年 月 日 

2. 学院审核结论： 

同意 □ 不同意 □ 

     

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