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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实验、图书、经费 课程：教学、师资、质量 成果：学生、目标、成果

成果导向教育

 Outcome-based Education

课程导向教育

 Curriculum-base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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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Outcome

Based

Education

教什么？

课程导向教学

怎么教？

教怎样？

C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效果

为何教这些？

成果导向教育

为何这样教？

为何成这样？

O
专业成果

成果评价

成果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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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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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体系三大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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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计划流程
1.确定1-5个评估目标(培养目标和

/或毕业要求)

2.为每个评估目标确定可测量的结

果

3.确定评估手段

4.确定公开方式和信息利用方法

5.总结成果

6.评估结论——你学到了什么?

7.根据评估结论和审查分析采取改

进行动

 评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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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与评价

（引自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系网站）

 评估目的—

—提高质量

 评价目的—

—判断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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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与评价

评估

评价

确定

收集

准备

 直接手段
 间接手段
 量化手段
 定性手段

文件
数据
证据

解释

改
进
措
施

抽
样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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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机制

 机制: 指针对特定目的而制定的一套规范的处理流程，包括目的、相关规定、责任人员

、方法和流程等，对流程涉及的相关人员的角色和责任有明确的定义。

What

所为何事

Why

原因何在

When

起迄时间

Who

责任人员 Where

何处进行

How to rule

如何规定

How to do

如何达成
机制
5W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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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障标准

学习过程形成
性评价机制

01. 跟踪评估

02. 预警帮扶

03. 成果达成

01. ADD TEXT

02. ADD TEXT

03. ADD TEXT

01. ADD TEXT

02. ADD TEXT

03. ADD TEXT

培养目标合理
性评价机制

01. 学校定位

02. 发展需求

03. 专业特色
04. 相关诉求

教学过程质量
监控机制

01. 学习产出

02. 评学为主

03. 过程监督
04. 质量控制

课程体系设置
评价机制

01. 反向设计

02. 系统支撑

03. 比例合理

课程质量评价
机制

01.课程大纲

02. 教学要求

03. 课程目标
04. 课程考核

毕业要求达成
评价机制

01. 评价方法

02. 数据来源

03. 评价周期
04. 负责人员
05. 结果发布
06. 改进措施
07. 改进效果

毕业生跟踪反
馈机制

01. 跟踪对象

02. 反馈内容

03.目标导向

培养目标达成
情况分析机制

01. 逐条分析

02. 定性判断

03. 外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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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障标准

 质量标准是对专业培养和相应各教学环节教学活动的基本要求。包括专

业培养质量标准和各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两个层面。

 学校应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制定专业培养质量标准，再根据专业培养质量

标准制定各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由此形成学校本科培养的标准体系。

 质量标准比质量目标更具体，更具有可衡量性。如果质量标准已经完全

表达了质量目标的内涵，这样的质量标准在某些场合下（例如在培养方

案中）可表述为质量目标或质量标准或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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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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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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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培养目标

教育使命/校院愿景

毕业要求
评估/评价

绩效指标

结果反馈/持续改进
课程体系
/教学实践

评价:解释证据 评估:收集、分析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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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措施

 落实、执行

 改进、修正  对照质量标准的每项工作

 证明符合标准的每份证据

 指明质量保证的每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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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与课程发展模式

资料来源：李坤崇.成果导向的课程发展模式. 教育研究月刊 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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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教与评学

传统教学
OBE教学

 教学目标是否明确

 教学行为是否合规

 教学方法是否科学

 教学效果是否达到

 学习成果是否达成

 学生表现是否活跃

 课程意义是否体现

 教学过程是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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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指标具体内容 分值
评价等级

优 良 中 及格

教学内容
1.内容充实新颖，反映学科前沿 8
2.理论联系实际 9
3.层次分明，重点突出 10

教学方法
4.善于启发引导，师生互动 12
5.讲述生动清楚，逻辑性强 12
6.方法手段恰当灵活，板书课件工整形象 10

教学态度
7.教学准备充分，讲课精神饱满 10
8.注重为人师表，教风严谨 10
9.严格课堂纪律 10

教学效果 10.学生聚精会神，课堂气氛活跃 9

总体评价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评价指标 指标具体内容

评价等级

不
满
足

需
改
进

满
足

优
秀

教学成果

1. 本次课程教学目标和成果的体现情况

2. 围绕教学目标和成果对教学进行设计的情况

3. 教学目标和成果的达成情况

学生表现

4. 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体现情况

5. 教学启发、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情况

6. 学生质疑、辩论等课堂教学活跃度情况

教学意义

7. 围绕课程教学目标和成果，教师课堂上所做的教学活
动的意义和价值

8. 围绕课程教学目标和成果，学生课堂上所做的学习活
动的意义和价值

9. 教学方法、教学氛围的营造对学生达成教学目标和成
果的意义和价值

学习评价

10. 学生在课堂上有自我评价学习成果的机会

11.  教师在课堂上创设评价学习成果的机会

12. 形成性评价过程在课堂教学中的体现情况

高等学校

课堂听课记录表
OBE

传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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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名称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能力指标

英文表述 Educational Objectives Program Outcomes Performance Criteria

时间节点
学生毕业后5年左右之能

力

学生毕业时之核心能力 课程结束时应展现的绩效

指标

表述程度

 较为宽泛

 通常4-6项

 毕业要求难以衡量，

需要具化为能力指

标，成为具体可评

价的预期结果。

 比培养目标条目多，

一般为10-15项。

 能力指标的数量是毕

业要求的2-6倍，一般

为2-4项。

 能力指标与毕业要求

应有明确的对应关系。

 通过证据可断定。

表1  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能力指标三者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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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层面

院系层面

专业层面

教师层面

课程大纲 教学方案

 支撑关系
学校定位
外部需求

校级成果
通识基础

学院定位
内部需求

院级成果
专业基础

学院、教务处、通识教育中心、
学工处、相关单位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绩效标准、能力指标

课程目标
教学产出
教学要求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
教学设计

教学
评价



2019-6-11 22

学生个体

跟踪 评估 预警 帮扶

提高成绩学业情况

学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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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评价
（监控课程学习过程）

学生是否正在取得预
期的课程学习成果

提供强化学习的反馈

指导学生按计划学习

保证学生达到毕业要求

提供课程学习预警

提供个性指导帮扶

诊断学业困难原因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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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机制

教学过程质
量监控机制

毕业要求达
成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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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档案

真实

 三角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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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专业评估而言，抽取评估样本应是可以接受的，

样本空间至少需满足与之相匹配的专业规模。

 抽取样本应能代表所有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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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

循环

持续改进

毕业要求

课内

循环

毕业要求

能力指标

反馈改进

教学过程

课程质量

课程体系

持续改进

课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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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东理工大学乐清华教授的PPT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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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保障体系包含对专业的现行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培养过程、培养

机制、持续改进、质量保障等

 支撑毕业要求达成的数据和资料主要包括专业教学中三个重要方面:

 课程体系

 课程质量

 教学过程

 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是“产出导向”教育质量的根本保证和持续改进

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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