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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BE 理念的“物理化学”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研究
刘　妍

（邯郸学院化学化工与材料学院，河北 邯郸 056005）

摘要：课程目标的达成度评价是人才培养目标达成的基本指标，本研究在师范专业认证背景 下，基于 OBE 理念，建立了课程目标达

成度的评价方法。以化学（师范）专业核心课程 “物理化学”为例探索了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定量与定性计算相结合，进行课

程目标达成度评价，该方法可为同类课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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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导向教育（Outcomes-Based Education，OBE）本质是基

于目标达成度的一种教育理念，广泛应用于师范类专业认证、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等。《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

方案（2021—2025 年）》也提出要强化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

续改进，突显 OBE 理念在高等学校教学改革中的地位。OBE 理念

将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课程目标构成一个整体，其

中课程目标的达成度评价成为整个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一环，要求

定期评价和监测学生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并能根据评价结果持

续改进，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邯郸学院化学专业于 2022 年有条件通过师范类专业二级认

证，经过多年建设和整改，逐渐形成比较成熟的课程评价方法。

物理化学是化学（师范）专业的核心课程，本文以邯郸学院化学

专业“物理化学二”课程为例，对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机制和评

价方法进行探讨，为其他课程提供 借鉴。

一、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是指导整个课程编制过程的核心准则。物理化学课程

基于 OBE 理念首先明确课程与毕业要求之间的对应关系，以便确

保这些要求能够在课程教学中得以体现。根据课程在整个化学专业

本科教学课程体系中的作用并结合师范生毕业要求反向设计，将课

程按知识、能力、素质、思政分为四个分目标：①知识目标：系统

掌握物理化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明确物理化学的基本概念，对化

学反应的本质有比较理性化的认识，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能够将

其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②能力目标：掌握物理化学的基本计算方

法，具有初步的理论思维能力，能够综合运用物理化学和其他相关

学科的知识，进行分析并设计解决方案，定量描述和处理化学运动

的规律；③素质目标：能够对物理化学典型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提

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对方案的可行性和局限性进行评价，养成自主

学习习惯。④思政 目标：熟悉物理化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树

立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掌握科学的方法

论，逐步形成批判精神、创新意识和应用能力。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物理化学课程经过论证确定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支撑，课

程有效支撑毕业要求 4 个二级指标点，对毕业要求 3 学科素养具

有强支撑。课程目标 1 支撑 3-1、3-4，课程目标 2 支撑，课程目

标 3 支撑 7-1，课程目标 4 支撑 3-1、6-2。各指标点内容如下：3-1

系统掌握化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理解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

思想和方法，形成化学学科的核心素养；3-4 了解化学学科前沿

信息、发展趋势和化学在社会中的价值，了解化学学科与其他学

科领域的相关性，具有对化学相关学科的信息、知识进行整合的

意识和能力；6-2 理解化学学科的育人价值，能够在化学学科教

学中将化学知识、能力培养和品德发展相结合；7-1 具有终身学

习意识，养成自主学习习惯，具有自我管理能力。

二、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依据 和方法

（一）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依据

课程目标达成采用直接评价和间接评价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

法。直接评价主要包括课程考试为主的结果性评价，课堂表现测评、

作业检测、单元测试、期中考核等形式的过程性评价，课程报告、

课程论文等内容的表现性评价。间接方法主要有学生问卷调查和

教师问卷调查。

物理化学课程直接评定采用“N+2”考核方式，对学生学习

进行全程监控，按照教学大纲中的课程评价方法，对成绩构成和

各项占比进行分配。“N”为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过程考核

和作业三个环节，各项占比为 10%、20%、5%。“2”中一个“1”

为自主学习笔记成绩，该项是为本校突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

形成的特色，占比为 5%，另一个“1”为期末考试，成绩占比为 5%。

“课堂表现”测评可 通过考勤、线上互动、听课状态等方面

体现，其中考勤占比 30%，线上互动占比 40%，听课状态占比

30%。“过程考核”以单元测验、讲课汇报等成绩为依据，取各

次成绩的平均分。讲课汇报是针对师范生培养特点专门增设的考

核方式，要求学生学完每个章节后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典型计

算题采用板书的方式进行讲解，并录制视频，整体评价学生的知

识掌握水平和讲课能力。“作业成绩”以提交作业的质量和数量

为评判依据，“自主学习笔记成绩”重点考察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以笔记内容和查阅资料内容完整度、整洁度、形式创新为评判依据。

（二）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办法

课程分目标达成度（OA）按照各考核环节指标点的达成情况

加权计算获得。设第 i 项课程分目标的达成情况 OAi，由 n 个教学

考核环节支撑，其中，第 j 个教学考核环节达成分值为 Cj，目标

分值为 Mj，权重为 Wj，则第 i 项课程分目标的达成度评价值按（1）

式进行计算。课程目标的达成度是对学生的最低要求，评价结果

取各课程分目标 达成度的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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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理化学课程为例进行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中各项达成分

值 Cj、目标分值 Mj、权重 Wj 的赋分分析。物理化学课程目标达

成度评价方式见表 1，一个评价环节可以评价多个课程分目标，

因此，表 1 中每个评价环节在各分目标中“分值”列之和为 100，

各分目标具体分值参考评价 环节具体赋分标准确定。

表 1 “物理化学”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式

课程目标
期末考试 平时成绩 自主学习笔记

权重 分值 权重 分值 权重 分值

课程目标 1 60% 40-50 35% 29 5% 20

课程目标 2 60% 40-50 35% 29 5% 20

课程目标 3 0 0 40% 14 60% 60

课程目标 4 30% 10 70% 2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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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重在课程知识和能力的评价，有效支撑课程目

标 1 和 2，试卷还单独设置 1 道大题考核物理化学 的思维方式和

研究方法，支撑课程目标 4。通过对期末试卷每道题进行课程分

目标分类和统计，得到各分目标的“分值”，“期末考试”对应

课程目标 1、2、4，三个目标分值之和应为 100 分。“平时成绩”

评价依据包括过程考核、考勤与课堂表现、作业三个方面，对四

个课程分目标都能够有效支撑。“过程考核”如单元测验、讲课

汇报等关注课程知识和能力的掌握，对应课程分目标 1 和 2，“考

勤与课堂表现”体现学生的学习态度对应课程分目标 4，“作业”

对应课程分目标 3。依据表 2，过程考核、作业成绩、课堂表现比

例为 20：5：10，因此“平时成绩”满分 100 分，在课程目标 1 和

2 分值均为 29 分，在课程目标 3 分值为 14 分，在课程目标 4 分值

为 28 分。“自主学习笔记”评价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知识的掌握，

能够支撑课程分目标 1、2、3，特别是在分目标 3 自主学习能力

培养中体现突出，因此根据课程各分目标要求，目标 3 赋分 60 分，

目标 1 和 2 各为 20 分。

物理化学课程每个分目标需要通过“期末考试”“平时成绩”

和“自主学习笔记”三个评价环节进行多角度评价，因此在各评

价环节权重之和为 1，即表 3 中课程分目标一行各评价环节所占

权重之和为 100%。各评价环节所占权重依据表 2 根据具体情况综

合确定。

课程目标 1 和 2 主要关注课程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参照表

2“期末考试”占比 60%，“平时成绩”占比 35%，“自主学习笔

记成绩”占比 5%。课程目标 3 关注学生素养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

养，可以通过平成成绩和自主学学习笔记两个环节进行考核，且

“自主学习笔记成绩”贡献更大，因此确定“自主学习笔记成绩”

占比为 60%，“平时成绩”占比 40%，未考虑“期末考试”的贡

献。课程目标 4 关注学生科学方法的养成，特别是思政育人，课

程科学方法的考核可以通过期末试题设置进行评价，“平时成绩”

更能体现一个人的三观和学习态度，因此，“期末考试”占比为

30%，“平时成绩”占比为 70%。

三、课程目标评价结果与分析

（一）课程目标评价结 果

以 2021 级化学（教育）专业“物理化学二”考核评价为例进

行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具体见表 2。“期末考试”各分目标分

值参考期末考试试卷，课程目标 1 目标分值为 40 分，学生实际得

分 28.4 分，课程目标 2 目标分值为 50 分，学生实际得分 34.9 分，

课程目标 4 目标分值为 10 分，学生实际得分 7.8 分。“平时考核”

中各项满分均为 100 分，“过程考核”学生成绩为 80.6 分，“考

勤和课堂表现”成绩为 88.7 分，“作业”成绩为 97.7 分。因此，

课程目标 1 和 2 学生实际得分均为“过程考核成绩”乘以赋分比

例 0.29 即 23.3 分，课程目标 3 实际得分为“作业成绩”乘以赋分

比例 0.14 为 13.7 分，课程目标 4 实际得分为“考勤和课堂表现成

绩”乘以赋分比例 0.28 为 24.8 分。“自主学习笔记”平均成绩为

78.0 分，参照课程目标 1、2、3 赋分比例 20：20：60，课程目标

1 和 2 学生实际得分 15.6，课程目标 3 为 46.8。

参照公式 1 计算得到各分目标达成度评价结果见表 4，整体

课程目标达成度为 0.739，是各课程分目标达成度的最小值。

表 2  2021 级“物理化 学二”课程考核成绩评价结果

课程目标 评价环节 权重
目标

分值

实际

平均分

目标达成

度评价值

  课程目标 1

期末考试 60% 40 28.4

0.746平时成绩 35% 29 23.3

自主学习笔记 5% 20 15.6

课程目标 2

期末考试 60% 50 34.9

0.739平时成绩 35% 29 23.3

自主学习笔记 5% 20 15.6

课程目标 3

期末考试 0 0 0

0.859平时成绩 40% 14 13.7

自主学习笔记 60% 60 46.8

课程目标 4

期末考试 30% 10 7.8

0.854平时成绩 70% 28 24.8

自主学习笔记 0 0 0

整体课程目标 0.739

（二）课程目标评价结果分析

除了课程成绩的直接评价外，课程还对任课教师和学生进行

了达成度问卷调查，进行间接评价。根据课程性质和难易设定课

程达成度期望值，对多元评价结果进行综合分析。例如评价和比

较课程各分目标达成度，评价教师和学生问卷调查的结果与课程

成绩考核评价的一致性，评价课程目标达成度与期望值之间关系

等。通过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分析，找到课程培养中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促进课程教学质量的持续改善与提高。

2021 级化学专业“物理化学二”课程教师问卷评价达成度为

0.80，学生问卷评价结果为 0.775，略高于课程成绩整体评价结果

0.735，都达到了课程的达成度期望值为 0.70，实现了课程的教学

目标，保障了专业毕业要求和培养目标的达成。由数据可以看出，

学生评价结果与课程评价结果基本一致，对于自我知识学习水平

和课程目标把握比较准确，对课程的认可度较高。课程分目标中

课程目标 2 达成度最低，说明学生在综合应用知识进行分析解决

实际问题方面的能力不足，且计算能力等也有待提高，课程目标

3 和 4 达成度高可能与“平时成绩”占比高，主要采用表现性评价，

定量评价标准不够严格规范有关，这也是后续需要持续改进的地

方。

四、结语

本文基于 OBE 理念建立了一套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法，根据物

理化学课程特点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的支撑，制定了课程目标，基

于课程目标设计教学活动及考核方式，以化学专业 2021 级学生为

样本对课程目标达成度进行评价。通过实践和研究，发现在物理

化学课程中引入 OBE 理论和方法，能够高效追溯教学过程中的各

个环节，能针对性地实现学生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质目标达

成度的评价，进而对各个教学环节进行持续改进，保证了课程教

学质量的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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