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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OBE理念是一种以成果为目标导向，以学生为本，采用逆向思维的方式进行的课程体系的建设理念，基

于此理念的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对高校的课程教学有指导作用。本文基于OBE理念以“中学数学课程教

学论”为例介绍了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课程目标达成度综合评价方式，分析发现课程培养中存在的

不足，并提出持续改进方法，丰富了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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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E concept is a 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concept that is oriented towards outcomes, student-
centered, and carried out in a reverse-thinking way. The normal professional accreditation based on 
this concept has a guiding role in the course teaching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and Pedagog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
duce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of course objective achievement that combines quantita-
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The analysis finds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course training and puts forwar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methods, which enrich the practical expe-
rience of course objective achievement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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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师范专业认证是保障和提高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2017 年 10 月，教育部印发了《普

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1]，标志着我国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的正式启动。20 世纪

80 年代在美国出现了以成果为导向的教育理念(Outcomes-Based Education，简称 OBE)。OBE 理念是一种

以学生为中心、产出为导向、反向设计、持续改进的教育模式。其中，成果导向指的是明确学生在学习

结束后应达到的预期成果，并围绕这些预期成果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反向设计是指采用逆向思维的方

式，从预期的学习成果出发，反向设计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评价方法。这意味着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

节，包括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都应围绕最终的学习成果展开。OBE 这种先进的教育理念，

为师范专业认证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根据 OBE 理念，学生将来毕业后 5 年左右的职业成长目

标，即在社会及本身所处专业领域所要达到的目标，是高校的专业培养目标。师范毕业生应具备的能力

与素养要求即为毕业要求，毕业生所达到的能力水平应符合“一践行三学会”的明确要求，并符合具体

的能力指标点。依据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可以检验毕业生培养质量，进而促进课程教学建设。具体来讲，

教师进行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需要从课程的角度评价，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效果，指出毕业要求的预期

设置指标点之间的完成情况，并通过这一评估过程发现课程教学中的不足，从而持续改进，不断提高教

学质量[2]。课程是高校落实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载体，课程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3]。课程

目标达成度评价是课程质量提升的重要环节，是人才培养质量和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的基础和依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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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OBE 理念课程目标达成度”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发现共有 143 篇相关文献，大部分文

献均是以某一门课程为例介绍具体的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方法[5]-[10]。这些方法基本都属于定量计算范

畴，具体做法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根据课程考核总成绩的平均分值计算课程目标达成度；第二类根

据考核环节与课程目标双层赋权计算课程目标达成度；第三类根据课程目标对考核环节贡献力度计算课

程目标达成度[11]。 
比较这三类算法，第一类算法，其方法容易理解，计算也很简单。但是，平均值容易受一组数据中

极端值(特大或特小)的影响。第二类算法，由于在各考核环节中设置了各分目标的权重，与第一类算法相

比，区分度更高。第三类算法充分考虑了各考核环节对不同课程目标上的贡献力度，能够比较细致地刻

画考核环节与课程目标之间的匹配性[11]。总体说来，第一类算法比较粗糙，第二类算法稍好，第三类算

法更符合师范专业认证要求，针对性较强，有利于反馈教学成效与教学问题。笔者结合师范类专业认证

工作，以“中学数学课程教学论”为例，在第三类算法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课程目标

达成度评价方式与计算方法。 

2. 课程目标的确定 

李志义等提出“课程教学目标的设计原则是课程教学目标取决于毕业要求(指标点)，必须支撑毕业

要求(指标点)的达成”[12]。课程目标向上是对接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关键环节，向下对教学内容的选择与

组织起着方向引导作用，因此，科学编制课程目标就显得尤为重要[13]。 
遵循上述课程目标的设计原则，结合我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之间的关系矩

阵、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以及课程性质和特点确定了“中学数学课程教学论”课程分

目标： 
课程目标 1：了解数学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初步理解数学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包括数学教学所涉及到

的课程论、方法论、学习论、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的基础理论，掌握中学数学分类教学(概念、命题、

问题解决等的教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课程目标 2：初步理解新课标的核心理念，了解数学课堂新的教学理念下的教学程序和实际操作，具

有运用数学教育教学理论进行数学教学设计、实施教学和教学评价的能力。 
课程目标 3：在教学实践中理解教师是反思型实践者，养成从课程、教学、学习、评价、技术和公平

等角度展开反思的习惯，初步具备数学教学研究能力。 
各课程分目标对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毕业要求各指标点支撑情况如表 1。 

 
Table 1. The suppor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condary school mathe-
matics curriculum and pedagogy” and the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indicators 
表 1. “中学数学课程教学论”课程分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指标点(受篇幅所限以下为简写版) 支撑强度 

课程目标 1 

3.数学素养 

3.1 系统掌握数学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理解中学数学学科

知识体系的基本思想方法。 H 

3.2 了解数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以及社会实践的联系。能较好运用教

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服务中学数学教育教学

与研究。 
H 

4.教学能力 
4.1 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掌握教学基本技能和现代教育

技术，践行中学数学新课程标准，规范开展中学生数学教学设计、

实施和评价，获得积极的教学体验。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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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目标 2 

3.数学素养 
3.2 了解数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以及社会实践的联系。能较好运用教

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服务中学数学教育教学

与研究。 
M 

4.教学能力 

4.1 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掌握教学基本技能和现代教育

技术，践行中学数学新课程标准，规范开展中学生数学教学设计、

实施和评价，获得积极的教学体验。 
H 

4.2 掌握从事中学数学教学的基本技能，具备初步教学能力，具有

问题意识，能对教学活动进行反思，能在教研活动中主动提出自己

的见解，具有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 
H 

课程目标 3 

4.教学能力 
4.2 掌握从事中学数学教学的基本技能，具备初步教学能力，具有

问题意识，能对教学活动进行反思，能在教研活动中主动提出自己

的见解，具有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 
M 

7.学会反思 7.3 初步掌握反思方法和技能，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能够运用批

判性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本职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和实际问题。 M 

注：表 1 中，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由高、中、低分别为 H、M、L 表示，支撑强度值为 H = 0.3，M = 0.2，L = 
0.1。 

3.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依据和方式 

要计算课程目标达成度，首先要根据课程分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强度算出课程分目标权重值。 

3.1. 课程分目标权重计算 

课程分目标权重计算公式如下：设有 n 个课程分目标，则第 i 个课程分目标对应的权重为 

( )
1 2

1, 2,3, , .= =
+ + +





i
i

n

a
w i n

a a a
                           (1) 

其中 ai 为第 i 个课程分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强度。根据公式(1)和表 1，可得该课程分目标权重

值见表 2。 
 
Table 2. Weight values of the sub-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and pedagogy” 
表 2. “中学数学课程教学论”课程分目标权重值 

课程目标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权重 0.4 0.4 0.2 

3.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式 

课程目标达成度的评价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基于定量评价的直接评价，二是基于定性评价的间接

评价，多数早期研究只运用其中的一种或两种进行独立评价，而根据师范认证相关要求，课程目标达成

度评价“不应该是未经过学生能力相关性分析的考核原始数据或这些数据的简单计算加工结果”，它应

该包括“各利益相关方的综合评价”[14]。鉴于此，笔者试图把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情况和能力素养提升等

方面的定性评价纳入课程达成度评价体系，形成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根据往届经验，

经由课程组商定，直接评价与间接评价的权重分别为 80%和 20%。其中直接评价包括终结性评价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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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价，终结性评价为期末考试，占总评比的 40%，形成性评价包括教学实践考核和平时考核，分别占

总评比的 40%和 20%。间接评价的数据源于针对性的对所学课程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 

3.2.1. 直接评价的课程分目标达成度计算方法 
根据王力等对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研究[15]，具体可得第 i 个课程分目标达成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 )40% 40% 20% 1,2,3, , .= × + × + × = 

i i i
i

i i i

P Q R
M i n

T S V
                     (2) 

其中 Ti 表示第 i 个课程分目标在期末考试中的目标分数，Pi 表示全班学生的第 i 个课程分目标在期末考

试中所得的平均分数，Si表示第 i 个课程分目标在教学实践考核中的目标分数，Qi表示全班学生的第 i 个
课程分目标在教学实践考核中所得的平均分数，Vi表示第 i 个课程分目标在平时考核中的目标分数，Ri表

示全班学生的第 i 个课程分目标在平时考核中所得的平均分数。 
现以怀化学院本科 2021 级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3~8 班全体学生共 230 人为例，对“中学数学课程教

学论”课程目标达成度进行计算。 
一、期末考试与课程分目标达成度的关系及计算 
根据 OBE 理念，要使基于期末考试成绩分析的课程目标达成度有效，那么期末考试命题过程中应考

虑考核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那么，试卷命题首先要明确该课程需要达到的毕业要求，再根据课程

分目标及其权重，将考核内容、题型分配、分值占比等落实在试卷上。该课程的目标 1 主要考查师范生

对基础知识、基本教学理论和方法的掌握，因此，目标 1 主要体现在客观题。目标 2 主要考查师范生运

用相关理论知识进行实际操作的能力，因此，目标 2 主要体现在教学设计题中。目标 3 主要考查师范生

教学反思及教学研究能力，因此，目标 3 主要体现在案例分析题中。2021 级“中学数学课程教学论”期末

考试命题内容与课程目标相关分值分配表 3：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course objectives and final exam scores 
表 3. 课程目标与期末试卷分值分布表 

课程目标 填空题 选择题 简答题 论述题 案例分析 教学设计 目标分值 

课程目标 1 7 6 12 13   38 

课程目标 2 5 6    30 41 

课程目标 3 3 3   15  21 

 
2021 级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生的“中学数学课程教学论”期末考试得分情况如表 4 所示。 

 
Table 4. Course objectives and final exam scores 
表 4. 课程目标与期末考试得分表 

课程目标 
期末考试成绩 

试卷目标分 Ti 平均得分 Pi 

课程目标 1 38 26.70 

课程目标 2 41 33.30 

课程目标 3 21 15.64 

合计 100 7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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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实践成绩课程分目标达成度的计算 
中学数学课程教学论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是支撑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毕业要求的重要

必修课之一。该课程对师范生教学能力的培养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教学技能的提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因此，该课程教学实践考核采用形成性评价，主要包括微格实训平均成绩与教学技能测试成绩两

部分，二者所占比例分别为 40%和 60%。为方便计算，取教学实践成绩满分为 100 分。2021 级“中学数

学课程教学论”教学实践考核得分情况如表 5 所示。 
 
Table 5. Course objectives and teaching practice assessment scores 
表 5. 课程目标与教学实践考核得分表 

课程目标 
微格实训平均成绩(40%) 教学技能测试成绩(60%) 教学实践成绩 

分值 分值 目标分值 Si 平均得分 Qi 

课程目标 1 15 20 35 28.18 

课程目标 2 15 25 40 32.20 

课程目标 3 10 15 25 20.12 

合计 40 60 100 80.50 

注：微格实训平均成绩指的是学生多次微格实训成绩的平均分。 
 
三、平时成绩的课程分目标达成度的计算 
根据教学大纲，平时考核适用形成性评价，主要包括考勤、课堂表现和作业三部分，三者所占比例

分别为 10%、20%和 70%。平时考核中对各分目标均有关注，为方便计算，取平时成绩满分为 100 分。

2021 级“中学数学课程教学论”平时考核得分情况如表 6 所示。 
 
Table 6. Course objectives and regular assessment scores 
表 6. 课程目标与平时考核得分表 

课程目标 
考勤(10%) 课堂表现(20%) 作业(70%) 平时考核成绩 

分值 分值 分值 目标分值 Vi 平均得分 Ri 

课程目标 1 4 7 25 36 31.68 

课程目标 2 3 7 25 35 30.80 

课程目标 3 3 6 20 29 25.52 

合计 10 20 70 100 88.00 

 
由表 4~6 的数据以及根据直接评价的课程分目标达成度的计算公式(2)可得该课程直接评价的各课程

分目标达成度，具体如表 7 所示。 

3.2.2. 间接评价的课程分目标达成度计算方法 
师范认证要求评价主体覆盖所有利益相关方。对于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来说，应该把学生对自己的学

习情况和能力素养提升等方面的综合评价纳入课程达成度评价体系[11]。为此，间接评价采用“问卷调查

法”，通过问卷星或者超星学习通等平台对修完该课程的学生进行调查。问卷由课程组围绕课程目标以

及相对应的能力素养进行编制，选项与分值的对应关系为：完全认同 1、认同 0.8、基本认同 0.6、基本不

认同 0.4、不认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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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Achievement of course sub-objectives through direct evaluation 
表 7. 直接评价的课程分目标达成度 

课程目标 
期末考试成绩(40%) 教学实践成绩(40%) 平时考核成绩(20%) 课程分目标

达成度 Mi 目标分 Ti 平均得分 Pi 目标分 Si 平均得分 Qi 目标分 Vi 平均得分 Ri 

课程目标 1 38 26.70 35 28.18 36 31.68 0.779 

课程目标 2 41 33.30 40 32.20 35 30.80 0.823 

课程目标 3 21 15.64 25 20.12 29 25.52 0.796 

 
设每个课程分目标分解为 n 个问题，其中由第 i 个课程分目标分解出的第 j 个问题，五个选项对应的

样本数分别为， , , ,j j j ja b c d ，可以得出该问题所得总分值 

1 0.8 0.6 0.4 0.2= × + × + × + × + ×j j j j j jD a b c d e , 

则第 i 个课程分目标达成度为[4]： 

( )
1=∗ =

+ + + +

∑
n

j
j

i
j j j j j

D
D

n a b c d e
.                               (3) 

利用公式(3)计算“中学数学课程教学论”间接评价的课程分目标达成度如表 8 所示。 
 
Table 8. Statistics of questionnaire numbers for indirect evaluation and achievement of course sub-objectives 
表 8. 间接评价的问卷数统计及课程分目标达成度 

课程目标 题号 完全认同 1 认同 0.8 基本认同 0.6 基本不认同
0.4 不认同 0.2 

间接课程目标

达成度
∗

iD  

课程目标 1 

第 1 题 115 88 23   

0.884 
第 2 题 120 85 21   

第 3 题 104 102 20   

第 4 题 118 93 15   

课程目标 2 

第 5 题 113 91 22   

0.886 

第 6 题 117 87 22   

第 7 题 120 92 12  2 

第 8 题 117 89 18 2  

第 9 题 115 88 23   

第 10 题 117 98 11   

课程目标 3 

第 11 题 111 93 22   

0.876 
第 12 题 117 91 18   

第 13 题 119 86 21   

第 14 题 110 78 15 13  

注：总人数 230 人，收集有效问卷 226 份，不影响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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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课程目标综合达成度计算方法 
课程目标达成度由直接达成度与间接达成度综合进行评价，由此可得课程分目标综合达成度计算公

式为： *80% 20%= × + ×i i iA M D ，计算结果如表 9 所示。 
 
Table 9.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chievement of course sub-objectives 
表 9. 课程分目标综合评价达成度 

课程目标 直接评价达成值 Mi 间接评价达成值
∗

iD  课程分目标综合达成度 Ai 

课程目标 1 0.779 0.884 0.80 

课程目标 2 0.823 0.886 0.84 

课程目标 3 0.796 0.876 0.81 

 
课程目标达成度等于该课程所有课程分目标综合达成度的加权平均值，即 

( )1 1 2 2 3 3 1, 2,3, ,= + + + + = n nA A w A w A w A w n n                       (4) 

该课程分目标的权重值见表 2，利用公式(4)计算出该课程目标达成度为 
0.80 0.4 0.84 0.4 0.81 0.2 0.818.= × + × + × =A  

4.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结果及改进方法 

4.1. 评价结果分析 

该门课程目标总体达成值为 0.818，大于课程目标达成期望值 0.7，各课程分目标达成度也都在 0.7 以

上，所以课程目标均有效达到毕业要求。 
通过对该课程达成度的定量分析，确认该门课程的目标达成度良好，说明学生已经基本掌握中学数

学课程教学论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思想，并能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一些实际的教学问题。从课程考核

数据源和问卷调查数据源中分析得出的课程目标 2 的达成度都较高，这说明学生在这门课程的学习过程

中对于体验数学教学的基本活动的积极性较高，形成了热爱数学教学的情感态度，具有综合而有效地运

用数学课程教学论知识进行中学数学教学的实践能力。这也说明该门课程已基本实现让一名师范生具备

从事中学数学教学所需教学知识的潜力。 

4.2. 教学改进 

从课程分目标可以看出，直接评价的课程目标 1 的达成度为 0.779，是各课程分目标中偏低的，这说

明学生对相关的教学理论基础知识理解得不深刻，由于该内容理论性较强，对于职前教师在没有教学实

践经验的前提下对理论知识多数只是浅层理解。基于此，今后在本课程中应尽力提供以学生个体为单位

的实践活动，学生在实践中更充分地训练和检验所学知识，从而使理论知识得到更有效地升华。其次，

加强与当地中学合作，利用好线上线下平台，充分挖掘中学教育资源，搜集更多的中学教师优秀的教学

案例，参与当地中学教学研讨等，为学生储备新鲜的，丰富的课程资源，让其以多种方式参与到教学实

践活动中来。 

5. 结束语 

OBE 理念使师范专业认证能够有的放矢，使高校教师更加明确了课程教学对师范生成长所发挥的作

用和意义。合理地设计课程评价制度可以有效检验课程的教学效果。本文合理设计了“中学数学课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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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论”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体系，以及课程试卷命题方式，通过案例直观显现了各个目标的达成情况，

挖掘课程教学中的不足，为教学效果提供了数据印证，也为后续教学改进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本研

究也丰富了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的实践经验。相比阳志锋等对课程目标达成度用半定性半定量加权综合

评价算法来进行课程评价[11]，以及李艳灵等提出的不同责任主体等有效地进行课程质量评价[16]，今后

可考虑借鉴他们的做法，更进一步完善课程目标达成度的计算，以期为考查学生对“中学数学课程教学

论”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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