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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OBE理念，针对工科类专业课程思政评价体系进行研究与实践。构建了系统化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

并探讨了基于CIPP评价模式的全程评价方法。设计了课程思政的多级评价指标，研究了评价环节的分布

与观察点设置，确定了评价的组织及运行方式，并制定了评价标准。同时，探索了基于信息技术的评价

数据采集、分析技术，以及评价结果的运用与持续改进策略。最后，以机械创新设计课程为例，分析探

讨了课程思政评价的具体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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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Outcomes-Based Education (OBE) concept, this paper conducts research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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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PE) in engineering courses. A 
systematic evaluation system for I&PE in engineering courses has been constructed, and a compre-
hensive evaluation approach based on the CIPP (Context, Input, Process, Product) evaluation model 
has been explored. Multi-level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I&PE have been designed, the distribution 
of evaluation links and the setting of observation points have been studied, the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mode of evaluation have been determined,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have been formu-
lated. Meanwhile, the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techniques for evaluation bas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or evaluation re-
sults, have been explored. Finally, taking the “Mechanical Innovation Design” course as an example,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course evaluation is analyzed and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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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即课程思政，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趋

势。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强调了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这

不仅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也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举措。然

而，尽管国内在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程的融合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在课程思政评价体系方面的探索尚

显不足。 
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如何？教学设计中拟定的价值和能力目标是否能够实现？教学对象在情感、态

度、价值观方面的变化如何科学衡量？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课程思政工作深入推进的瓶颈。因此，构建

一个科学、系统、可操作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s-Based Ed-
ucation，简称 OBE)理念，针对高校工科类专业课程思政评价体系进行研究与实践，旨在探索一套适合工

科类专业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为提升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提供有力支持。 

2. 基于 OBE 理念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研究背景 

2.1. OBE 教育理念及其应用实践 

OBE 理念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最初应用于工程教育领域。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OBE
理念逐渐被推广到全球，成为国际公认的一种先进教育理念。其核心思想是以学生中心、成果导向和持

续改进。具体来说，OBE 强调教育应以学生的最终学习成果为导向，反向设计教育体系，确保所有教学

活动都围绕帮助学生达到预期学习成果展开。同时，OBE 注重通过持续改进来不断优化教育过程，确保

教育质量与学生需求和社会期望相匹配[1]。 
在工程教育领域，OBE 理念被广泛应用于专业认证中。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保障工程教育质量的重

要手段，而 OBE 理念则为专业认证提供了清晰的教育目标和评价标准。通过实施 OBE 理念，工程教育

专业能够明确学生毕业后应达到的能力要求，并据此反向设计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评估机制。OBE 理

念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确学习成果，即根据行业需求和专业标准，确定学生毕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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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掌握的知识、技能和素养；二是反向设计课程体系，即根据学习成果的要求，设计相应的课程体系和

教学内容；三是实施过程性评价，即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收集和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以评估学生的学习

进展和教学效果；四是持续改进，即根据评估结果和反馈意见，对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进行持续改进和

优化[2]。 

2.2. 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研究现状与意义 

近年来，国内课程思政研究的主要方向包括课程思政的理论基础、实施策略、评价体系等方面。在

理论基础方面，研究者们深入探讨了课程思政的内涵、特点、价值及其实施的必要性；在实施策略方面，

研究者们结合不同专业和课程的特点，提出了多种课程思政的融入方式和教学方法；在评价体系方面，

研究者们开始关注课程思政实施效果的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的构建。 
当前，国内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评价指标不够全面，往往侧重于

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方面的评价，而忽视了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发展的评价；二是评价方法单一，

多采用量化评价方法，而忽视了质性评价方法的运用；三是评价体系缺乏系统性，往往只关注某一环节

或某一方面的评价，而未能形成完整的评价体系。 
在教学评价领域，CIPP 评价模式是一种常用的评价理论[3]。CIPP 评价模式由背景评价(Context Eval-

uation)、输入评价(Input Evaluation)、过程评价(Process Evaluation)和成果评价(Product Evaluation)四个部

分组成，分别对应着教育决策的不同阶段。CIPP 评价模式强调评价应贯穿于教育活动的全过程，为教育

决策提供全面的信息支持。 
在课程思政评价方面，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与实践。一些研究者尝试将 CIPP 评价模式应用

于课程思政评价中，通过构建多维度、全过程的评价体系来全面评估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4]。同时，也

有研究者结合课程思政的特点和需求，提出了其他适合课程思政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然而，这些探

索仍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构

建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3. OBE 理念下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研究构建 

3.1. OBE 理念下课程思政评价体系整体设计 

课程思政评价是综合性实践活动，旨在全面反映学生在知识、能力、思想、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等

多维度的发展状况。其评价方式强调主观效度检验与客观量化考核的融合，重视过程与动态评价，以衡

量教学过程中知识传授、思维培养、思想启迪及价值引导的协同效果。评价内容涵盖三大核心：首先，

聚焦于学生思想、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评估，这是课程思政的精髓所在；其次，考察学生对思想政治

教育知识的掌握程度，不仅关注其理解深度，还重视与专业知识的融合情况；最后，评估学生运用思想

政治理论知识的能力，特别是从专业视角出发，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这些评价，旨在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基于 OBE 理念，从知识、能力和素养三个维度出发，构建多级评价指标。这些指标要涵盖课程思政

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多个方面，确保评价体系的全面性和系统性。通过细化评价指标，

更准确地衡量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为持续改进提供依据。课程思政的评价应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包

括课前准备、课堂教学、课后实践等多个环节。分析每个环节的特点和需求，确定评价的重点和难点。

为了更准确地收集评价数据，应设置包括课前、课中及课后的多个观察点。这些观察点应覆盖学生的学

习态度、参与度、思维活跃度等方面，以及教师的教学设计、教学组织、课程内容的整合安排等方面。课

程思政评价的组织应确保公正、公平和透明。建立专门的评价团队，负责评价工作的具体实施和监督。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5355


路世青 等 
 

 

DOI: 10.12677/ces.2025.135355 404 创新教育研究 
 

同时，根据课程思政的目标和评价指标，制定具体的评价标准。这些标准应明确评价的依据、方法和要

求，为评价工作提供明确的指导[5]。 

3.2. 基于 CIPP 模式的课程思政全程评价方法 

CIPP 模式(Context-Input-Process-Product)由斯塔弗尔比姆(Stufflebeam)提出，是一种以决策为导向的

全程评价框架，强调评价贯穿教育活动的全过程。在课程思政中，CIPP 模式通过四个维度系统评估课程

思政的设计、实施与效果，具体内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full-process evaluation connot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based on CIPP mode 
表 1. 基于 CIPP 模式的课程思政全程评价内涵 

维度 核心内涵 课程思政中的应用示例 

背景(Context) 评估课程思政的需求、目标与环境，明

确“为什么做”。 

分析社会对思政教育的需求、学生思想现状，确定课程思

政的育人目标(如政治认同、家国情怀)。 

输入(Input) 评估资源投入与方案设计，明确“用什

么做”。 

评估师资力量(如思政教师与专业教师的协同)、教材资源

(如案例库)、技术支持(如 VR 思政课堂)。 

过程(Process) 监控实施过程，明确“如何做”。 
观察课堂互动(如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融合度)、学生参

与度(如小组讨论、实践项目)。 

成果(Product) 检验育人成效，明确“做得如何”。 
评估学生知识掌握(如思政理论考核)、能力提升(如社会责

任感)、情感态度(如价值观认同)。 

 
从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全过程考量。在课程思政实施前，应对学生的学习背

景、兴趣爱好、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为制定针对性的教学计划提供依据。在课程思政

实施过程中，应对教学资源、教学方法、教师素质等方面进行评价，确保教学条件的满足和教学质量的

提升。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进展和教师的教学效果，及时收集和分析数据，为调整

教学策略提供依据。在课程结束后，还应对学生的学习成果和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全面评估，总结经验

和教训，为持续改进提供依据。 
在各环节具体的评价方法方面，可以通过设计科学合理的调查问卷，收集学生和教师对课程思政的

看法和建议，为改进教学提供依据。也可通过收集学生的学习作品、反思日志等材料，更全面地了解学

生的学习过程和成果，为评价提供丰富的数据支持。还应通过深入课堂进行观察，更直观地了解学生的

学习状态和教师的教学行为，为评价提供直观的证据。 
另外，随着数字化教学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应当很好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收集和分析学

生的学习数据，包括学习行为、学习态度、学习成果等方面的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技术，更准确地追踪

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发展轨迹。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及时给予学生和教师反馈，帮助他们了解自身的学

习和教学情况。同时，根据反馈结果调整教学策略和评价方法，确保课程思政的持续改进和优化。 

3.3. 课程思政评价的信息化技术研究与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应当积极探索基于信息技术的课堂教学平台与评价方法。通过利用大数

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课程思政的智能化、个性化和精准化教学。学校、学院和教学三

级单位应结合课程思政的特点和需求，构建专门的课堂教学平台。该平台应具备课程管理、资源管理、

学生管理、评价管理等功能，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便捷的教学和学习环境。 
通过利用教室摄像头等现代信息设备，实时采集学生的学习数据和行为数据。这些数据为教学提供

丰富的信息支持，帮助教师更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思想动态。通过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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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课程思政评价的即时性。在教学过程中，随时收集和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及时给予学生反馈和建

议，帮助他们及时调整学习状态和提高学习效果。 

3.4. 课程思政评价结果的运用与持续改进 

将评价体系应用于具体专业课程，通过实际教学来检验评价体系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也可更准确地

了解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和存在的问题。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对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进行问题诊断。通

过识别教学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确定教学及思政元素的改进方向。同时，应持续对评价程序

进行优化。通过改进评价方法和手段、完善评价标准和流程等方面的工作，提高评价的效率和准确性，

为持续改进提供有力支持。 
为了实现全面、客观的评价效果，应采用多种评价方式的有效结合。通过结合量化评价和质性评价、

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等多种方式，更立体地呈现教学成果和学生的学习成效。还可通过制作成果展

示报告、举办成果展示会等方式来展示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成果。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教师

和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就感，还有助于推广课程思政的成功经验和实践成果。 

4. 基于 OBE 理念的课程思政评价案例分析 

以工科类高校普遍开设专业课程“机械创新设计”为例，开展了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设计与评价实

施。 

4.1. 研究选择的样本对象及育人目标 

研究选择的样本对象是机械工程学院 2021 级机制专业 1 班的 30 名学生。 
首先建立《机械创新设计》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培养目标 1：课堂讲授中融入了一定数量的先进人物事迹等“爱国元素”，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

激励学生肩负起时代使命，艰苦奋斗，心系祖国，立志成才； 
培养目标 2：设置小组讨论、优秀作品展示、项目答辩等环节,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团队

合作意识，提升学生的专业兴趣并激发学生立志走“工程报国”的成才之路； 
培养目标 3：在前期项目训练基础上进行课外拓展训练，指导学生制作实物，参加学科竞赛，在动手

实践中引导着学生用本专业创新成果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热情。 
相关教学内容的课程思政元素与案例见表 2。 

 
Table 2. Case stud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and decomposi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oals 
表 2. 课程思政案例及思政目标分解 

课程内容 思政案例 思政目标与预期成效 

机械创新 
设计绪论 

1. 瓦特改良蒸汽机等在机械发展史上不畏艰难、不怕

牺牲、勇于创新——机械设计历史发展 
2. 当代中国科学家与工程师的不懈探索，大国重器——

机械创新设计前沿 
3. 中国制造要向中国创造转变——引出课程任务：培

养学生创新设计能力 

1. 追求真理的决心以及工匠精神 
2. 培养文化自信，了解机械之美，激发

学习热情 
3. 树立科学世界观、理解科技强国梦 

基础

知识

篇 

创新

思维 
人生成长进步中角色的变换——蜗轮蜗杆等机构传递

运动方向的变换与应用 
关联思维与协作意识，积极适应时代进

步与变化 

创新

方法 
石油开采设备的发明过程，铁人王进喜事迹——创新

思维方法的培养 
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心系祖国，立志

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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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械

系统 
齿轮系统可靠性与单个齿轮关系——机械创新设计中

系统可靠性 团队合作意识，集体责任感 

运动

控制 
火箭发射助推系统的创新设计与自动控制——机械控

制系统的稳定性要求 
个人发展离不开社会稳定，讲团结，顾

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 

机械

创新

设计

理论

与方

法篇 

机构

创新 

1. 国产航母拦阻系统、C919 起落架凸轮机构设计——

凸轮机构的创新设计 
2. 课程组教师指导的全国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一等奖作

品——轮椅自平衡机构设计 

培养攻坚克难精神，激发学生的爱国热

情，树立家国情怀 

结构

创新 

1. “标准件”也要创新，永不松动的螺母，高铁轴承创

新研发过程——结构关键零部件创新设计 
2. 联轴器、离合器的发展前沿——联轴器、离合器创

新设计 

1. 核心关键技术的深刻内涵、增强自信

心，工匠精神 
2. 不墨守成规、遵循守旧，具有强烈的

创新与改革意识 

仿生

创新 

1. 课程组教师的科研课题：仿生外骨胳助力装置——

仿生设计方法 
2. 仿人形机器人与人工替代——仿生控制技术 

1. 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精神，服务人民、

服务社会的品质 
2. 工程伦理教育 

TRIZ
理论 

1. 阿奇舒勒整理 200 万发明专利事迹——TRIZ 理论

的原理与发展 
2. 课程组教师研制自动钓鱼机器人——TRIZ 理论应用 

1. 勇于探索与团队合作意识 
2. 科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提高创

新意识 

机械创新 
设计综合实例

与实践篇 

1. 机械传动智能化设计实例——系统综合案例 
2. 螺栓强度不足导致重大工程事故、飞机失事案例——

机械创新设计中的安全考虑 
3. 机械创新设计的方案选择——多因素下的选择 
4. 原材料的获取过程——材料设计要求 
5. 项目实践中的分工与纪律——设计实践分工 
6. 项目作品制作与竞赛展示——项目成果展示与推广 
7. 项目成果申报专利——项目成果知识产权保护 

1. 增强自豪感，牢记科技报国使命，涵

养科技创新活力 
2. 质量意识与安全意识 
3. 人生的规划与选择 
4. 环保意识 
5. 团队协作意识，时间意识 
6. 工程规范，培养专业自信心与行业自

豪感  
7. 树立学生知识产权意识 

4.2. 分析培养目标与工程认证毕业要求对应支撑关系 

基于 OBE 理念，课程的培养目标与工程认证毕业要求对应支撑关系见表 3。 
 
Table 3. Corresponding suppor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riculum objectives and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表 3.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对应支撑关系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毕业要求描述 支撑的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6 工程与社会：能够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工程师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培养目标 1 

毕业要求 9 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

角色。 培养目标 2 

毕业要求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变化的能力。 培养目标 3 

4.3. 拟定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课程成绩由平时成绩、期末大作业成绩综合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40%，大作业成绩占 60%。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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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主要考查课堂出勤、课堂表现、课后作业情况等方面，各占 20%，各项教学环节都被引入培养目标

的评价体系中。平时成绩考核标准见表 4，课程思政量化评价表见表 5。 
 
Table 4. Normal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tandards 
表 4. 平时成绩考核标准 

考核内容 90~100 分 75~89 分 60~74 分 0~59 分 权重
(%) 

课堂表现 
到课、听讲、参与讨论

以及课堂练习积极，同

学互助协作表现好。 

到课、听讲、参与讨论以

及课堂练习较积极，同

学互助协作表现较好。 

到课、听讲、参与讨论

以及课堂练习一般，同

学互助协作表现一般。 

到课、听讲、参与讨论

以及课堂练习表现

差，同学互助协作差。 
50 

作业情况 
按时按量完成每次作

业，作业完成情况良

好。 

能按时按量完成每次作

业，作业完成情况较好。 

基本能按时按量完成

每次作业，作业完成情

况一般。 

不能按时按量完成每

次作业，作业完成情

况差。 
50 

 
Table 5.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table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表 5. 课程思政量化评价表 

评价项目 90~100 分 75~89 分 60~74 分 0~59 分 

思政目标
1 

能结合国情、专业现状进行分析 

    
方案讨论中能考虑到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等影响 

讨论中能体现中华文化自信 

有通过专业知识与技能解决问题的专业自信 

思政目标
2 

主动分享想法和意见 

    
口头表达清楚、易懂 

能活跃课堂讨论气氛，具有吸引力 

小组讨论增强团队意识 

思政目标
3 

发现重要事实资料的能力 

    
拟定假设、议题及学习目标的能力 

有效应用资料、逻辑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应用辅助工具的能力：如 PPT 课件制作的能力 

4.4. 确立培养目标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考核与评价方式见表 6。 
 
Table 6. Course objectiv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thods and grade ratio 
表 6. 课程目标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序

号 思政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指标点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

比例(%) 
成绩

比例
(%) 平时成绩 大作业成绩 

1 

课堂讲授中融入了一定数量的先进人

物事迹等“爱国元素”，培养学生爱

国主义精神，激励学生肩负起时代使

命，艰苦奋斗，心系祖国，立志成才； 

工程与社会：能够评价专业工程

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

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

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工程师应承

担的责任和义务。 

60 5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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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小组讨论、优秀作品展示、项目

答辩等环节，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提升学生的

专业兴趣并激发学生立志走“工程报

国”的成才之路； 

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

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

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30 30 30 

3 

在前期项目训练基础上进行课外拓展

训练，指导学生制作实物，参加学科

竞赛，在动手实践中引导着学生用本

专业创新成果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的

热情。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

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

变化的能力。 
10 20 16 

总分 100 100 100 

4.5. 研究对象各个学习环节的考核平均值计算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课程思政培养的 3 个目标，设计了 6 次作业、2 次主题项目讨论课堂表现评价

作为平时成绩，如表 7 所示。 
 
Table 7. Calculation of the average value of assessment and the degree of achievement of training objectives 
表 7. 考核平均值及培养目标达成度计算 

培养目标 1 2 3 

平时成绩构成 课堂 1 作业 1 作业 5 作业 6 课堂 2 作业 2 作业 3 作业 4 

理论值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理论值折算分数 25 25 5 5 25 5 5 5 

考核值平均分         

考核值折算分         

4.6. 计算考核值平均分及培养目标达成度 

根据表 7，计算平时成绩中各培养目标平均得分分别为 51.2、25.88、8.19，期末大作业各培养目标平

均得分分别为 32.05、16.83、14.10，根据表 3 比例构成算得各项培养目标达成度，培养目标 1 为 77.15%，

培养目标 2 为 73.55%，培养目标 3 为 66.59%。根据计算结果，对课程思政培养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评

价。所有课程思政培养目标达成度均高于 65%，说明学生基本达到预期的课程思政培养目标。 

4.7. 持续改进 

根据该结果，课程组对本学期课程思政教学中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对下一轮课程思政教学提出持续

改进措施：① 引导学生深化对专业关键技术的认识；② 提高学生应用本课程及专业知识分析复杂工程

问题的能力；③ 提高学生动手实践及自主学习能力。通过上述内容和方法的改进，拟在下一轮授课中，

使各项课程目标达成度高于 70%。 

5. 结语 

基于成果导向教育 OBE 理念，针对工科类专业课程思政评价体系建设进行了研究与实践。通过构建

系统化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并探讨基于 CIPP 评价模式的全程评价方法，为工科类专业课程思政的实施

提供了评估工具和改进方向参考。同时，探索了基于信息技术的评价数据采集与分析技术，以及评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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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运用与持续改进策略，为课程思政的动态优化提供了技术支持。以机械创新设计课程为例，分析了

课程思政评价的实施过程。通过实施课程思政评价，不仅能够提升工科类专业课程的教学效果，还能够

有效促进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全面发展，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

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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