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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学课程目标达成度三维评价方法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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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成果导向教育理念的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是教学评价的有效手段，对于教学过程改进、教学质量

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电工学课程教学现状，在完善国内各高校现有的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基础上提出

了“考试达成度”、“过程达成度”和“评学达成度”的三维评价方法。将该方法运用于电工学教学实践中，获得

了更加全面的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掌握情况，为教学方法的持续不断优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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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Dimensional Evaluation Method and Practice on the Achievement of Objective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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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 evaluation of course goal achievemen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outcome-oriented education is an effective means
of teaching evalu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process and teaching quality. In view of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urses, the three-dimensional evaluation methods of “test attainment”, “pro-
cess attainment” and “assessment attainment” are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improving the existing evaluation methods of course
goal attainment in domestic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he method is applied to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to ob-
tain a more comprehensive mastery of students’ knowledge of the course,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continuous optimiza-
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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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学科的交叉化和综合化趋势不
断增强，为应对新经济的挑战，我国启动了“新工科”

建设这一项持续深化工程教育改革的重大行动计划 [1]。
其中，“多学科交叉”是新工科建设的重要特点之一，
旨在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这是我
国高等院校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一项重点评估内容 [2]，
也是世界工程教育面临的共同课题。在诸多工程学科
领域，电气工程是在其他工程领域应用最为广泛、学
科交叉最为深入的学科之一，而电工学作为研究电气
信息类基础理论和基本应用的技术科学，是高校为非
电类工科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技术基础课程。由于电
工学课程是跨专业开设的技术基础课，其目标达成度
评价相比其他课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同时，现有的评
价方法仍然需要在教学实践中进一步优化。本文以电
工学课程为例，依据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和 OBE 理念与
标准，从“考试达成度”、“过程达成度”和“学生
评学达成度”三个维度对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进
行研究，并对该方法的教学实践结果进行分析，为提升
教学质量、促进学生能力培养提供参考。

 一、电工学课程教学现状
安徽工业大学多数非电类工科专业都开设了电工

学课程。电工学课程主要分为电工学 1（电工技术）和
电工学 2（电子技术）两个部分，一般在第 3、第 4 学期

授课，各安排 32 学时，内容涵盖了电路理论、电机学、
继电接触控制、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等。

本文主要以电工学 1（电工技术）课程为例进行讨
论。根据本校电工学课程教学实际，结合国内各高校
电工学课程教学现状的报道，目前电工学教学中普遍
存在如下问题：（1）学时较少而课程内容较多。授课教
师需要在有限的学时内讲授完相应的课程内容，同时
还要保证教学质量，对于教师教学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2）与非电类专业关联性较弱。电工学课程的授课教
师一般都具有电类相关的专业背景，但电工学课程授
课对象为非电类工科专业，授课教师如果不熟悉这些
非电专业的知识体系，也就难以准确把握电工学课程
内容与其他非电专业的关联，导致教学内容缺乏针对
性。（3）知识更新滞后。电工学课程体系始建于上世
纪六十年代，发展至今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经典的课
程教学内容和组织模式。然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
异，部分电工学课程内容在今天看来已经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亟待更新。

由于以上问题的存在，学生通常难以理解电工学
课程的实际意义以及在非电专业学习中的地位与作用，
导致其对课程学习兴趣不大、重视程度不足。此外，
电工学课程理论性较强，如果先修课程基础没有打好，
再加上课时少而课程内容多，学生学习难度较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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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很有必要对电工学课程目标达成度进行评价与分
析，从而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不断进行优化
与完善，提高教学质量。

 二、课程目标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目标

根据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通用标准精心选择了教
学内容，并以此设置了 6 个相应的课程目标。通过专
家法，即综合多位专家意见，结合各部分内容的学时数
量、难度、重要性等因素，得出各个课程目标的权重。
以电工学 1（电工技术）为例，其课程目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电工学 1（电工技术）课程目标

序号 课程目标 权重

T1

能运用电路基本概念、基本定律进行各种电量

的计算
15%

T2 理解直流电路的分析方法 20%

T3 掌握相量法分析交流电路的基本原理 20%

T4 能分析三相交流电路 15%

T5

能根据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和参数进行

计算；理解其起动、反转、调速、制动的方法
15%

T6

能基于电动机控制电路和保护电路，对相关电

路问题加以研究、分析和设计
15%

 

 （二）考核方式

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统一、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
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学生的成绩评定方式构成
中，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60%，并严格按照课程目标命
题；平时成绩包括线下作业、线上作业、课堂互动、阶
段测试和课程思政讨论，分别占总成绩的 15%、5%、
5%、 10% 和 5%。线上作业和阶段测试通过学习通
APP 进行，课程思政讨论由教师根据学生对相关案例
发表的看法和讨论情况进行评价。

 三、课程目标达成度三维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是符合 OBE 理念的教学评

价形式，为了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具体的评价
方法至关重要。目前，基于期末考试的总结性评价仍
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通过考试检验学生对课程
目标的达成度，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然而，考试内容
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在体现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方
面无法面面俱到，也无法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考核。
因此，大多数课程都采取了基于过程考核的形成性评
价方式进行补充，用于督促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态度
与习惯。在教学评价中加入以学生为主体的评价要素，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精神和内驱力，提升其自我监控
与调节的能力。同时，学生对学习状况的自我评价也
是教学过程的反馈，是教师改进教学方式方法的重要
参考。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电工学课程目标达成度的
三维评价方法，即“考试达成度”、“过程达成度”

和“评学达成度”三个维度。
 （一）考试达成度

考试采取百分制，内容根据课程目标进行命题。
以班级为单位，统计学生在每个课程目标对应的试题
中平均得分情况，其占该目标总分值的比例即为该课
程目标的达成度。依据各个课程目标的权重，可得到

考试维度的总达成度。因此，考试达成度可以表示为：

Ti =

∑
Ḡi

Gi
（1）

Ct =

n∑
i=1

kiTi （2）

∑
Ḡi

式中，Ti 为第 i个课程目标达成度；Gi 为第 i个课

程目标对应的试题总分值； 是第 i个课程目标对

应的试题平均得分之和；Ct 为考试达成度；n为子目标
数量，本文中 n=6；ki 为第 i个课程目标的权重。

 （二）过程达成度

学习过程考核要素中，线上作业、线下作业和阶
段测试等各环节的子目标达成度计算方法与考试达成
度相同，对应的作业与其支撑的子目标相匹配。按每
个环节在平时成绩中的比重确定其在过程维度的总达
成度中的权重。因此，过程达成度可以表示为：

Ti =
1
2

Ti1+
1
6

Ti2+
1
3

Ti3 （3）

Cp =

n∑
i=1

kiTi （4）

式中，Ti 为第 i课程目标达成度；Ti1、Ti2、Ti3 分别为
线下作业、线上作业和阶段测试环节中第 i课程目标
达成度，其计算方法与考试达成度情况相同，Ti1、Ti2、
Ti3 的权重由其成绩评定环节的比重确定；Cp 为过程达
成度；n为子目标数量，本文中 n=6；ki 为第 i个课程目
标的权重。

 （三）评学达成度

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让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学习状
况进行自我评价。以班级为单位，每个学生根据实际
情况给自己打分，所有学生对某个课程目标的平均得
分率即为该课程目标达成度。因此，评学达成度可以
表示为：

Cs =

n∑
i=1

kiTi （5）

式中，Cs 为学生评学达成度；n为子目标数量，本
文中 n=6；ki 为第 i个课程目标的权重；Ti 为第 i个课程
目标达成度，由学生自评的平均得分率计算。

在以上三维达成度评价的基础上，为了使结果更
加直观并且有利于横向比较，可以结合高校、课程、学
生和教师特点，通过专家法得出以上三个维度达成度
的权重，得出一个综合达成度：

C = ktCt + kpCp+ ksCs （6）

式中，C为综合达成度；kt、kp 和 ks 分别为考试达成
度 Ct、过程达成度 Cp 和学生评学达成度 Cs 的权重。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实践与分析
以安徽工业大学连续两年的电工学课程教学实践

为例，其三维达成度评价结果如下。
 （一）实践案例一

2019 级某班级的 99 名学生在 2020—2021 学年第
2 学期的电工学课程目标三维达成度结果如表 2 所示。
其中，计算综合达成度时采用的考试达成度、过程达
成度和评学达成度的权重分别为 0.36，0.24 和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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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程目标来看，T3 的三维达成度及综合达成度
都较高，可能原因是该部分课程内容为重点和难点，教
师讲解比较细致且课时数较多，学生更加重视对该部
分章节的学习，投入的精力也更多；而 T6 的三维达成
度及综合达成度相对较低，可能原因是课时数较少，同
时课程接近尾声，学生学习投入程度降低。

从三个维度来看，过程达成度和评学达成度较高
且相近，而考试达成度较低，尤其反映在 T1 和 T6 上。
可能原因之一是考试试题较偏、较难或题量太大；可
能原因之二是部分学生对电工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
尽管在学习过程中态度较为认真，但并未花充足的时
间复习，或者从主观上只想通过考试并获得学分，没有
对高分的追求。

根据该班级的电工学课程教学实践及三维达成度
结果分析，可在下一学年的教学中采取如下措施：
（1）针对 T6 达成度较低的问题，应在教学中强调该部
分 内 容 的 重 要 性， 并 适 当 增 加 课 时 和 习 题 讲 解 ；
（2）精心选择考试试题，在基本覆盖课程大纲知识点的
基础上，尽量使难度和题量保持适中；（3）适当调整教
学内容，增加电工学与对应专业的关联性，从而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提升其学习兴趣。

 （二）实践案例二

根据上一年的三维达成度评价结果，采取上述教
学 改 进 措 施， 对 2020 级 某 班 级 的 138 名 学 生 在
2021—2022 学年第 2 学期的电工学课程进行了教学实
践，其三维达成度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计算综合达
成度时采用的考试达成度、过程达成度和评学达成度
的权重分别为 0.36，0.24 和 0.40。
 
 

表 3    电工学课程目标达成度三维评价案例二

目标 考试 过程 评学 综合达成度

T1 0.69 0.89 0.88 0.81

T2 0.44 0.90 0.89 0.73

T3 0.57 0.90 0.87 0.77

T4 0.54 0.90 0.87 0.76

T5 0.75 0.89 0.86 0.83

T6 0.73 0.89 0.86 0.82

总达成 0.61 0.90 0.87 0.78
 

从课程目标来看，T1、T5 和 T6 的三维达成度及综
合达成度整体较高，而 T2、T3 和 T4 的三维达成度及综
合达成度整体较低。这是由于 T2、T3 和 T4 三部分课程
内容主要通过线上教学完成，教学效果受到一定的影
响，对于 T5 和 T6 部分的课程内容恢复了线下教学，教
学效果较好，因此达成度较高。

从三个维度来看，过程达成度和评学达成度相近，
并且比第一年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说明课程的形成
性评价与过程管理有了进一步的加强，而学生学习的
获得感也有所提高。另一方面，考试达成度仍然低于
过程达成度和评学达成度，但从 T1、T5 和 T6 三部分线
下教学内容的达成度来看，考试达成度与第一年相比
有明显的提升。

第二年电工学课程教学实践及其三维达成度结果
分析表明，在现阶段的教学背景下，线下的课堂教学效
果仍然要比线上教学更好，但为了提高应对各种突发
情况的能力，应当积极推进课程建设，探索更加灵活的
教学方法，如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使教学过程更加成
熟、稳定。

 （三）教学改进效果分析
从连续两年的教学实践与三维达成度评价结果中，

可以对教学改进措施的效果进行分析，从而不断进行
调整与优化。从课程目标来看，在第一年教学实践中
发现 T6 达成度较低，在第二年的教学中便针对该问题
增加了相应的课时与习题讲解，使第二年的 T6 达成度
有了明显的提高。从考试达成度来看，第一年的考试
达成度整体较低，在第二年的教学中增加了电工学与
对应专业的关联性知识，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
优化了考试的难度和题量，因此第二年 T1、T5 和 T6 三
部分线下教学内容的考试达成度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但通过第二年的三维达成度分析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即线上教学效果不理想，需要在后续教学中继续完善。
从过程达成度和评学达成度来看，其完成效果较好并
且在持续提高，但不同课程目标之间的过程达成度和
评学达成度区别较小，没有有效反映其间的差异，在后
续教学中还应进一步优化平时成绩的组成，更加合理
地设计学情调查问卷，不但要在教学方式与教学内容
方面进行改进，在教学过程与教学评价方面也要不断
进行优化。

 五、结语
本文基于 OBE 理念提出了电工学课程目标达成

度的三维评价方法，即通过考试、过程和评学三个维
度对课程目标达成度进行评价，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出
学生学习情况。通过连续两年的电工学课程目标三维
达成度评价分析，为教师的教学反思及教学过程的优
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使后续教学可以持续不断改进，
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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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电工学课程目标三维达成度评价案例一

目标 考试 过程 评学 综合达成度

T1 0.52 0.88 0.88 0.75

T2 0.57 0.87 0.86 0.76

T3 0.76 0.87 0.85 0.82

T4 0.59 0.86 0.85 0.76

T5 0.67 0.87 0.83 0.78

T6 0.50 0.84 0.83 0.71

总达成 0.61 0.86 0.85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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