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学院〔2020〕6 号 

关于印发《桂林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课程

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实施办法》的通知 

院属各教研室、各部门： 

经地球科学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学院制定了《桂林

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实施办法》，

现印发给你们，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请认真组织学习，贯彻落

实。 

 

  2020 年 11 月 30 日 

桂林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桂 林 理 工 大 学 
地 球 科 学 学 院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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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实施办法 

为有效保证我院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出满足行业和社会

发展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参照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标准、各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特制定本实施办法，对各专业

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度进行评价。 

一、 指导原则 

以“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专业补充标准”为指导，依

据各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对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进行

评价，并将评价的结果用于后期教学的持续改进过程中。通过对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进行评价，可以进一步为专业人才毕业要求

达成度评价提供较为科学、合理的支撑，对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

量具有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二、 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为桂林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各专业本科人才培

养方案中支撑毕业要求二级指标点的课程。 

三、 评价周期 

对于学期末结束的课程，结课后立即对该课程的教学目标达

成度进行评价；对于一个学年结束的课程，在结课学期的期末对

该课程的教学目标达成度进行评价。评价过程中要综合判定课程

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并形成评价报告，以评价报告为依据对课

程教学大纲中的内容（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活动、考核方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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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考核方式的成绩占比等）进行改进。 

四、 评价人员 

由学院主管本科教学的副院长、教研室主任和各课程教学团

队负责人组成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工作小组。 

五、 评价原理 

 以课程教学目标为出发点，根据支撑每个课程教学目标的

教学内容、考核方式和考核结果，以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平时考核

材料和期末考核材料作为评价依据，根据教学大纲中约定的考核

标准，综合评价相应的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 

六、 评价依据 

评价的依据主要为课程教学大纲中各种教学活动的考核材

料和考核结果，包括期末考试、当堂检测、课后作业、课堂讨论、

实验报告、实习报告、毕业设计（论文），等等。 

七、 评价内容 

评价的内容应聚焦课程教学目标体现的学生学习成果，评价

的数据和评价报告能够说明以下三个方面的情况： 

1）教学目标与所支撑的毕业要求二级指标点的对应关系是

否合理； 

2）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能否有效支撑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 

3）考核方式能否反映课程教学目标的可以实现（按照教学

大纲中约定的考核方式在评价报告中分别描述）。 

八、 评价原则与方法

首先，任课教师要明确课程教学目标、支撑教学目标的教学

内容、针对教学内容使用的教学活动和考核方式之间的逻辑关

系。在此基础上，联合支撑同一个课程教学目标的多个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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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针对该课程教学目标进行达成度评价。如果某一课程被评价

的所有教学目标均达成，则该课程实现了对毕业要求二级指标点

的支撑。 

期末考试命题过程中，命题教师要清楚哪些试题考核的是哪

个教学目标，以便针对期末考试这种考核方式进行达成情况评

价。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时，以参与课程学习的整个班级学

生为评价样本。某课程教学目标 1 达成度的计算方法举例如下： 
教学目标 1 中的考核方式 1 达成度 = （公式 1） 

教学目标 1 中的考核方式 2 达成度 = （公式 2） 

教学目标 1 中的考核方式 3 达成度 = （公式 3） 

教学目标 1 中的考核方式 4 达成度 = （公式 4） 

完成对教学目标 1 中使用的每种考核方式进行达成度评价之

后，如果每种考核方式都达到了期望值（根据考核的难易程度，

可以定期望值为 60%、65%、70%、75%、80%等），那么该教学

目标达成。以此类推，继续完成其他课程教学目标对应考核方式

的达成度评价。如果有任何一种考核方式没有达到期望值，那么

该考核方式没有实现教学目标，需进一步计算课程教学目标平均

达成度。如果课程教学目标平均达成度达到期望值，那么该课程

教学目标达成，否则课程教学目标没有达成。详细的评价内容及

评价模板详见附件 1。 

对不同课程教学目标使用的考核方式达成度进行评价是为

了更好地检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考核手段是否有效。如果没有

达到期望值，则说明考核方式、教学活动、教学内容等方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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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问题。任课教师要总结问题所在，并提出改进办法。 

依据上述原则和方法，针对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进行评价，

同时形成评价报告。评价报告要依据附件 1 的内容进行撰写。形

成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报告后，经教研室主任初审签字和学

院主管教学副院长审核签字后，交学院教学秘书处备案。 

九、 评价结果反馈方式 

学院主管本科教学的副院长、教研室主任、各课程教学团队

负责人和各任课教师依据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结果（评价报

告），综合分析各门课程教学过程材料，发现问题并进行研讨，

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 为下一轮的课程教学大纲修订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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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理论课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审核表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课程号） 岩浆岩岩石学（386240） 课程开设教研室 资源勘查工程教研室 任课教师 杨金豹 

教学班级（总人数） 资勘2019-1班（22人） 学年学期 2020年秋季学期 评价时间 2021年1月15日 

二、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支撑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1 毕业要求4 ……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3 掌握资源勘查工程实践所需要的专业知识，

包括基本概念和方法 
4.1 能够用矿物、岩石等理论知识分析成岩作用过程 …… 

课程教学目标 

目标1：学生掌握岩浆、

岩浆岩和岩浆作用的基

本概念，掌握岩浆岩的

矿物成分、结构构造、

产状和相特征 

目标2：学生掌握岩浆岩

化学成分与矿物共生组

合之间的关系，能够利

用岩石的矿物成分、化

学成分、结构构造对岩

浆岩进行分类和命名 

目标3：学生掌握超基性岩、

基性岩、中性岩、酸性岩、火

山碎屑岩和特殊岩类的基本

特征和主要类型，能够理解它

们的岩石成因及其对地球资

源和地质灾害的影响 

目标4：学生掌握岩浆起源和

演化的基本理论，能够结合

与岩浆有关的物理和化学条

件理解岩浆上升、侵位的机

制性、岩浆作用过程以及不

同构造环境下岩浆岩的共生

组合 

…… 

教学内容 依据教学大纲简要填写 依据教学大纲简要填写 依据教学大纲简要填写 依据教学大纲简要填写 …… 

教学方式 
当堂检测、课后作业、

期末考试 
当堂检测、课后作业、

期末考试 
当堂检测、课后作业、课堂讨

论、期末考试 
当堂检测、课后作业、期末

考试 
…… 

考核内容 依据教学大纲简要填写 依据教学大纲简要填写 依据教学大纲简要填写 依据教学大纲简要填写 …… 

各考核方

式平均分

(期望值/满
分) 

当堂检测 16 (14/20) 13* (14/20) 30 (28/40) 15 (14/20) …… 

课后作业 15 (14/20) 14 (14/20) 28 (28/40) 16 (14/20) …… 

课堂讨论 7 (6/10) …… 

期末考试 19 (21/30) 19 (21/20) 19 (21/30) 19 (2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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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达成情况 全部达成 当堂检测未达成 全部达成 全部达成 …… 

课程教学目标平均达成

度(期望值) 
(16/20+15/20+19/30)/3=

73% (70%) 
(13/20+14/20+19/20) 

/3=77% (70%) 
(30/40+28/40+7/10

+19/30) /4 =70% (70%)
(15/20+16/20+19/20) /3 

=77% (70%)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情况 达成 达成 达成 达成 

三、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自评 
目标值 70% 自评值 (73%+77%+70%+77%)/4=74% 自评结论 达成 

四、持续改进 
对没有达到期望的教学

内容、教学手段和考核

方式如何做出改进 
达成则不需要填写 

这里要写出“针对当堂
检测提出的改进措施” 

达成则不需要填写 达成则不需要填写 

如何检验改进的有效性 达成则不需要填写 
这里要写出“检验改进
有效性的措施” 

达成则不需要填写 达成则不需要填写 

其他可用的协助进行持

续改进的方法和资源 
达成则不需要填写 

这里要写出“其他持续
改进的方法和资源” 

达成则不需要填写 达成则不需要填写 

五、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审核 

评价方法审核 

课程目标是否完整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 完整覆盖（ ） 基本覆盖（ ） 覆盖不全（ ） 
达成度目标值设置是否合理 完全合理（ ） 基本合理（ ） 不合理（ ） 
反映各课程目标的考核分值设置是否合理 完全合理（ ） 基本合理（ ） 不合理（ ） 
考核内容及目标分值设置是否合理 完全合理（ ） 基本合理（ ） 不合理（ ） 
评价结果判定是否严格 非常严格（ ） 基本严格（ ） 不严格（ ） 

审核结论及反馈意见 

审核结论：达成（ ） 基本达成（ ） 未达成（ ） 

持续改进意见（重点围绕改进教与学、促进课程目标和毕业要求指点的达成提出意见）： 

  审核人：    审核时间： 

说明：表中二、三、四部分的表格可根据需要进行拆分和合并；加“*”表示该教学目标对应的考核方式未达到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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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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