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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借助信息化手段和智能化工具，智慧教育逐渐成为高等教育创新与改革的重要方向。智慧课程为学生提

供个性化、智能化的学习环境，不仅改变了教学方式，促进了现代教学的改革，也推动了教学评价体系

的创新。本文基于OBE理念分析智慧课程特点，总结智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应遵循的原则，提出了智慧

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路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可以有效规范智慧课程教学过程，保障教

学质量，加速教育数据挖掘，为创新人才培养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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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tools, smart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
portant direction for innovation and reform in higher education. Smart curriculums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personalized and intelligent learning environment, which not only changes th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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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promotes the reform of modern teaching, but also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mart curriculums were analyzed, the principles of teach-
ing quality of intelligent curriculums were summarized and a path to construct a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smart curriculums wa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The 
construction of a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can effectively standardize the teaching pro-
cess of smart curriculums, ensure teaching quality, accelerate educational data mining, and em-
power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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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社会向着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转型，智慧赋能教

育的理念应运而生，智慧教育成为高等教育关注的重点。智慧教育指通过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手段，以

资源和数据共享、知识关联驱动为基础，形成一种智能化、泛在化的教育模式[1]。智慧教育依托教育信

息化和智能化工具开展教学，成为差异化教学、个性化学习、精细化管理、数据驱动型研究、智能化服

务的重要手段，当前线上慕课平台的建设，如中国大学 MOOC、高等教育智慧教学平台都为智慧教育提

供了很好的平台，显著提升教育教学在时间、空间、知识等维度的深度融合，为个性化学习模式的形成

与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OBE (Outcome-Based Education)的教学理念是以成果为导向，最大限度地以学生为中心，通过持续改

进的教学模式，满足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2]。客观、合理、有效的教学质量评价作为教学过程的重要环

节，体现了教师的教学效果，也是提升教学水平的重要手段[3]，很多学者提出了基于 OBE 理念的教学质

量评价体系研究，针对不同的课程类型构建了相应的评价标准[4]-[6]。在 AI 赋能教育的时代，教师通过

信息化手段和智能化平台创建智慧课程，与 OBE 理念高度统一，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以

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需求[7] [8]。随着智慧课程的不断建设，基于 OBE 理念的智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也需进一步构建。因此，本文基于 OBE 理念的核心，从“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出发，根据智

慧课程特点构建符合 OBE 理念的智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进一步提升评价体系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2. 智慧课程建设特点 

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多样化，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不同层次及类型的高校在目标定位、国家和地方需

求、特色发展阶段等都有着显著差异，相应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也根据高校办学定位及培养目标确定。

本文以南京某应用型人才培养高校为例，结合该校的智慧课程教学平台，基于 OBE 理念总结了智慧课程

相比传统课程在教学模式、教学资源等方面的变化，分析当前智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2.1. 教学模式的转变 

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现有的教学环境发生变化，智慧课程教学模式的多元及教学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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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使得课程更加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产出定位和持续改进的教学原则。传统的“教师讲授、学生听课”

的单一教学模式逐渐被“课堂教学 + 教学活动 + AI 助手”等多元化教学模式所取代，智慧课程强调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个性化学习体验，教师不仅承担知识的讲授工作，还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 

2.2. 教学资源的整合 

智慧课程通过智慧教学平台整合了线上线下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材料和学习工具。

教师在平台发布预习资料、讨论话题、测试题等教学活动，方便学生自主学习、互动讨论和在线测试。

平台还可以提供大数据分析技术结合 AI 助手的功能，实时监测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效果，将成果导向

反馈给教师，为教师提供精准的学情分析。 

2.3. 教学互动的增强 

智慧课程通过智能化工具和信息化手段，增强了教学互动环节。教师在教学平台上实时互动、在线

答疑和个性化辅导，学生通过平台进行小组讨论、项目合作和成果展示。智慧课程也可以利用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为学生提供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3. 智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随着智慧教育的兴起，智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根据智慧课程的

特点，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分析技术，智慧课程评价体系在评价主体、评价内容和评价指标三个方面与

传统的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相比都有了新的变化。评价主体方面，从教师被评考核转向多元评价提升

反馈作用；评价内容方面，从以教为中心的评价转向以学为中心的过程性评价；评价指标方面，从课堂

教学数据转向利用智慧平台记录线上线下全过程。 

3.1. 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当前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模式仍主要针对教师开展，一方面由经验丰富的教学专家制定课程质量评价

内容并确定等级，以教师的课堂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材料的完备为主要评价内容，形

成客观的课程质量评价体系；另一方面由学生评教，且评分占比更高，但大多数学生的评价更偏向主观

印象，如个人对课程的兴趣、教师对学生的严格程度、期末成绩的高低都会导致评价结果不够客观。智

慧课程的建设不仅限于教师的课堂表现，所以课程评价方式有了更多形式，评价主体也变得多元化，课

程在评价过程中引入学生自评、互评，毕业生、用人单位等校外评价主体，通过建立多层次、多领域评

价标准及多种评价方式更全面地反映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成果，进一步拓展追踪评价机制。 

3.2. 评价内容的全面化 

传统的教学评价大多以“教”为中心，缺乏对学习过程中学生表现的考量，随着智慧课程的发展，

在评价学生是否掌握学科知识的同时，学生的学习活动和个体成长也成为需要关注的重点。将评价的重

点由教师课堂讲授转移到对学生课程知识、学习活动和个体成长的成果评价上，从课前预习、课中互动

和课后反馈等全过程评价学生的自主学习、学以致用、团队协作等综合能力，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学生的

学习成果和教师的教学效果。通过全过程的评价方式，教师也可以及时获得评价结果，在本轮授课过程

中及时调整教学模式，更好地体现教学质量评价的意义。 

3.3. 评价指标的多样化 

智慧课程由于依托智慧平台，相应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应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从而构建更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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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体系。传统的评价方式主要以期末考试为主，缺乏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及时性、持续性评价，而智

慧课程的评价体系可以引入过程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同时注重量化评价

与质性评价的结合，量化评价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实时监测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效果；质性评

价可以通过学生的自我反思、教师的教学反思和同行的教学评价，全面反映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成果，

更科学、合理地评估教学质量。 

4. 基于 OBE 理念的智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 

在智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原则建立的基础上，本文设计了智慧课程教学思路，通过问卷形

式开展了智慧课程教学设计满意度调查，形成智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提出了基于 OBE
理念的智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4.1. 基于 OBE 理念的智慧课程教学改革路径 

智慧教育背景下，各行业所需要的人才不仅要拥有扎实的理论知识，还需具备运用信息化手段解决

行业问题的能力，因此，教师在建设丰富课程资源库的基础上需要加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为了

将 OBE 理念融入课程教学过程，本文设计了知识层、教学层及学习层三个方面的智慧课程教学思路，如

图 1 所示。 
 

 
Figure 1. Teaching design of smart curriculum 
图 1. 智慧课程教学设计 
 

OBE 理念强调以学生学习成果为中心，因此课程首先通过积累丰富的教学资源构建知识层，帮助学

生明确课程应达成的知识成果；教学层分为课前预习、课堂学习和课后复习三个方面，根据学习成果要

求，利用学习分析进行资源推荐，引导学生为课堂学习做准备。借助课堂测验、提问等方式，检验学生

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及时发现与学习成果的差距，同时调整教学策略，确保教学指向学习成果达

成。布置与学习成果紧密相关的作业和报告，帮助学生课后进一步巩固知识，通过作业和报告反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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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学习成果的达成度；学习层包含了学生的个体行为，如学习兴趣、学习进度、掌握情况和自我构建知

识结构等方面，该层面可以很好地展示学生在能力素养方面的成果，三个层面与学生学习成果紧密联系，

结合评价与反馈机制确保课程教学始终朝着促进学生达成学习成果的方向推进。 

4.2. 智慧课程教学设计满意度调研 

智慧课程通过智慧教学平台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本文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以智慧

教学平台使用情况为题对当前正在开设的某一门智慧课程所授的五个专业共 623 名学生开展了智慧教学

满意度调研，共发放 623 份问卷，有效回收问卷 610 份，回收率为 97.91%，具有有效性及时效性。调查

内容包括课程知识、教学活动、个体学习三个方面，具体内容及选项如表 1 所示。 
 
Table 1.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use of smart teaching platform 
表 1. 智慧教学平台使用情况问卷调查 

序号 调查内容 
选项 

A B C 

1 (课程知识) 积极主动学习平台相关课程资源 经常 偶尔 基本不 

2 (课程知识) 多元课程资源形式帮助更好掌握知识 是 否 不确定 

3 (教学活动) 参与平台师生互动 经常 偶尔 基本不 

4 (教学活动) 借助 AI 助教/平台课后答疑 经常 偶尔 基本不 

5 (个体学习) 增加了学习兴趣 是 否 不确定 

6 (个体学习) 增强了教学效果，提升了学习能力 是 否 不确定 

 
调查结果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主动通过平台学习相关课程资源的学生仅

有 36.23%，38.37%的学生愿意在平台参与师生互动，说明大部分学生更适应传统线下教学获取教学资源，

在线下课堂由教师引导使用智慧教学平台，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也依赖于教师布置任务。但一旦使用智

慧教学平台后，超过 60%的学生都认为信息化技术和平台上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有效增加了学习兴趣，

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借助 AI 助教/平台课后答疑的学生高达 76.12%，不需要与教师面对面，

实现提问时间自由，促进了学生学习效果的提升。 
 
Table 2.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表 2. 问卷调查结果 

序号 选项 A 选项 B 选项 C 

1 36.23% 52.6% 11.17% 

2 67.38% 25.32% 7.3% 

3 38.37% 57.67% 3.96% 

4 76.12% 17.34% 6.54% 

5 82.45% 12.56% 4.99% 

6 75.35% 23.82% 0.83% 

 
调查的结果说明智慧教育更好地贯彻了 OBE 理念，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应鼓励学生通过智

慧教学平台参与线上互动，弥补线下课时有限的不足，同时丰富教学资源内容及形式，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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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智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也随之构建。 

4.3. 智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指标 

当前的教学质量评价指标无法及时跟进和反映智慧课程的新变化，高校需要探索并重构能够反映智

慧课程特点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指标，且持续推进教学质量提升。本文根据智慧课程特点，结合问卷调

查结果构建了 OBE 理念下智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评价指标，并明确了各指标的权重和评价标准。具

体如表 3 所示。 
 
Table 3.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smart curriculum teaching quality based on the outcome-based education concept 
表 3. 基于 OBE 理念的智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一级) 评价指标(二级) 评价标准 评价主体 

课程知识(K) 

教学目标(K1) 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多维度建设课程 专家 

教学资源(K2) 线上线下资源丰富，且及时更新 教师、学生 

教学内容(K3) 丰富的课程资源库，体现前沿性、专业性 专家 

教学活动(A) 

教学设计(A1) 课前、课中、课后均有所涉及，学时安排合理，线上线下内容对应 专家、学生 

教学平台(A2) 智慧教学平台易于操作，环境稳定，支持多项活动形式 教师、学生 

教学行为(A3) 计算机视觉采集教师情绪、动作数据 专家、学生 

学习态度(A4) 平台学习时长、参与教学活动频率、线上提问人数 教师 

AI 助教(A5) 辅助学情分析，解答问题并反馈 教师，学生 

个体学习(S) 
学习自信(S1) 对课程有兴趣，有自主学习意愿 学生 

学习能力(S2) 知识掌握程度，学以致用能力 学生，专家 

 
评价指标从教学全过程出发，将评价维度选定为课程知识、教学活动、个体学习三个维度，以准确

反映学生中心、产出定位和持续改进的表现情况。课程知识(K) 30 分，教学活动(A) 50 分，个体学习(S) 
20 分，其中每个二级评价指标 10 分，总分 100 分。指标评价指标科学、具体可测，教师通过教学评价结

果可以有效调整和改进课程教学设计和方法。 

5. 智慧课程教学质量提高策略 

相比传统课程，智慧课程教学设计有明显差异，相应的教学质量评价涉及主体更多元，更注重过程

性评价，为了更好地开展智慧课程教学工作，获得更高的智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

议。 

5.1. 加强教师培训，优化教学资源库 

智慧课程的实施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信息化素养和教学能力，高校需加强培训教师使用智慧教学平

台和智能化工具，提升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和智慧课程设计能力，在平台上更新和优化智慧课程教学

资源，在教学和学生的反馈过程中调整和完善教学资源库，积累优质的教学资源用于建立智慧课程知识

图谱，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料和工具。 

5.2. 强化教学互动，增强自主学习能力 

一方面，从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需进一步加强智慧课程的教学互动。积极的教学互动可以有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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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学习效果，教师通过平台实时互动、在线答疑和个性化辅导，学生通过平台小组

讨论、课堂回答和成果展示；另一方面，智慧课程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要求较高，通过智慧课程的设

计和实施，教师在平台发布学习任务，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增强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5.3. 建立多领域评价标准，完善评价反馈机制 

本文建立的智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引入了学生自评、互评，未来也应引入毕业生、用人单位等

多领域评价标准，从而更全面反映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成果，并建立科学的评价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和

分析学生的学习反馈和教师的教学反馈，通过反馈机制不断改进和优化智慧课程的设计和实施，提升教

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成果。 

6. 结语 

本文基于 OBE 理念分析了智慧课程的特点，构建了一套科学、合理的智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并给出了智慧课程教学质量提高策略。基于智慧课程在教学模式、资源及互动方面的变革，明确了教学

质量评价体系多元化主体、全面化内容、多样化指标的评价原则，依循问卷调查构建指标体系，提出多

维度提升教学质量策略。为智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提供了实操框架的同时为教育者提供了改进教学的方

向，进一步从教师发展、教学过程优化、评价标准完善及反馈机制健全等角度助力智慧课程教学质量提

高。本文的研究为智慧课程的教学质量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全面

助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推动教育教学向成果导向的智慧化转型。 
未来可以进一步深化评价体系动态性研究，结合教育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持续动态评价、

追踪评价的方式，建立长期的评价机制，实现评价指标与权重的实时自适应调整，精准契合学生个体发

展与教育发展需求。同时，强化激励导向作用，持续激发教育教学创新活力，为智慧教育高质量发展注

入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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