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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职课程考核评价改革的几点思考

苟明太

重庆电讯职业学院 重庆 江津 402247

【摘  要】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育训结合，注重德技并修，把德育融入课堂教学、技能培养、实习实训等环节，注

重培养学生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学生刻苦学习、精进技艺、全面发展，课程考核评价作为评价学生发

展的指挥棒和风向标，其评价导向直接影响着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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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thoughts on the reform of examination and evalu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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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quires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e combination 

of morality and technology, the integr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skill training, practice and training,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model labor spirit, labor spirit and craftsman spirit, and the guidance of students' hard study, technical 

improvement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The cours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is used as the baton and wind vane to evaluate 

students' development, Its evaluation orienta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high-quality skill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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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作为评价学生学业水平的重要指标和学校

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教学中历来

都占有着重要且不可撼动的地位，学生可通过课程考核

成绩检验自身学习效果，明确自己在课程学习中存在的

问题、今后的补救措施、专业方向的发展等；教师可通

过课程考核检验学生总体学习效果、教师自身的授课效

果及后续改进措施，教育管理者可通过课程考核检验任

课及实训教师的教学效果，从而对授课教师及团队进行

总体考核评价，对专业建设及学生学习效果进行总体分

析和评价，为后续专业人才培养和课程设计提供依据。

1  传统课程考核存在问题分析

1.1 重结果而非过程

过往的专业建设中，更注重的是专业能力总体水平

的提升，注重的是学生总体学习质量和实习实训水平的

提升，部分课程的考核还存在着一张试卷定结果的现象；

部分课程虽由平时成绩、理论考核和实践考核相结合，

但其考核重点都集中于课程结课考试或期末考试；人才

培养方案中其课程考核方式虽涵盖了书面考试、实作、

考查、课程报告、项目总结、调研报告等，但更加注重

的是课堂或课程结果的考核。

1.2 重内容而非素质

在高职技能教育中，部分教师及管理者在制定人才

培养方案及课程标准时，偏重于学生专业技术技能的发

展而忽视学生的科学成才观和德育评价，制定的课程考

核要求大都集中于课程内容或者技术技能，在理论和实

践考核阶段，课程组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对课程考核的要

求，设定技能达标要求，根据技术技能要求命题，通常

会忽视课程思政相关能力的培养，并不符合新时代落实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1.3 重课堂而非全面

在以往的课程考核中，授课教师根据课程标准，对

学生的考核通常都集中在出勤、作业、实训和课终考核

上(其占比偶有偏重)，基于以上的课程考核突出了高职

教育的技术技能性，但忽略了学生利用所学知识技能进

行的各类创新活动；忽略了学生在课堂学习之外利用所

学知识技能服务社会的考核比重；忽略了学生以德为先、

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成才观念形成以及接受德育教育

后对社会的影响，无法全面评价专业课程教学对学生的

积极影响 [1]。

1.4重总体而非个体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总体要求，课程标准对学生学业

具象化，课程考核结果直接影响着学生是否补考重修，

在补考重修过程中，所在课程将再一次全面学习，教师

未单独全面综合分析学生个体成长影响因素，如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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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门课程中，对技术技能、实践操作、理论水平、德

育评价、成才观念等综合素养的分项分析。《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在学生评价上，明确提出要坚

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注重个体的发展也应该是课程

考核评价改革的目标之一。

2  高职课程考核评价改革的任务

坚持立德树人，面向人人的人才培养观念；准确把

握新时代高职教育发展的脉络，树立科学的人才成长观

念。根据国家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需求的要求和高职专

业的特殊性，坚持分层分级分类、综合评价原则，充分

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改进现有不合理的课程评价方式，

构建科学合理一体化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并随社会发

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不断完善和更新。

3  影响高职课程考核评价改革的因素

作为教育评价总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高

职课程考核评价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评价的实用

性和权威性必将直接影响到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

在梳理课程考核评价各个指标时，应充分考虑影响评价

改革结果的各种因素。

3.1 评价导向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作为有别于普通教育的职业教育，既具有明确的职

业技术技能性质，同时兼具完善的成才观念和良好的德

育目标，良好的课程评价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尊重知

识，热爱劳动，努力促成学生个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高职课程评价应以“就业导向”和“职业发展导向”二

元并重，坚持“以德为先”教育理念，做好培养高职学

生“终身学习”能力和完善“就业与职业发展”评价体

系等工作 [2]，建立符合新时代职业教育办学导向的课程

评价体系，是课程评价改革根本导向。

3.2 评价关键是一体化考核评价体系建立

新时代的课程考核评价，不仅要注重知识技能的的

学习，还应该包含立德树人的其他因素，因此，课程考

核评价应综合考虑本门课程所授技术技能和课程思政。

评价主体应由政府、学校、社会等多元参与；评价手段

应包括个人和团队、教师和学生、学校和社会、自我和

互评、人评和物评；评价对象应包括结果和过程、局部

和整体、知识和技能、态度和思政；评价手段应包括主

观和客观、开放和封闭、现场和远程、替代和选择、试

卷和量化、学前和学后、试卷和网络；评价结论应包含

定量和定性、现状和趋势、个人和组织、应届和往届
[3]。构建一体化的评价体系，需充分考虑职业教育的“职

业”特性和“多元”培养特性，立体、全面、多维的评

价体系的建立，能加强家校联系、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能深度挖掘校企合作潜力、能提升企业在培

养学生过程中的参与度、能为评价监督机构提供良好的

监测评估样本。

3.3 评价工具的灵活使用

有效的教育评价体系，离不开教育现代化和信息化

发展。在一体化设计课程评价体系时，应充分考虑社会

科技发展趋势，适当引入成熟新颖的教育信息化工具，

充分利用目前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强化过程性

评价，合理记录学生日常学习状态，包括技术技能学习

情况、在课程学习中对德智体美劳的体会和实践、爱岗

敬业的职业素质养成表现等[4]。根据学生毕业需求多样

化的特点，改变学生课程单一考核模式，注重学生的综

合评价考核，注重学生个性化需求考核，如以证代考，

学分置换，课程最终评价以阶段性测评综合衡量等。在

进行课程考核评价工具的选择上，需要充分了解课程评

价体系中各评价分项所需技术和工具功能。对评价工具

的灵活应用也应注重实用，去繁就简，平台一致，功能

多样，适当集成，灵活扩展。

3.4 评价结论的科学应用

评价的导向是促进学生个体发展，培养更好更多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科学合理利用课程考核评价结论，

是课程考核评价改革的最终落脚点。在职业院校内涵式

发展中，较高水平的课程教学能力和科学合理的评价机

制能提高学生个体学习兴趣和促进学业水平的提升；充

分利用教育信息化相关成果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也必

将改变课堂教学方法，提升授课教师的教育信息化水平，

教学的变革同样也会促进教师对教辅材料的深度理解和

重新编排，真正达到“三教”改革的目的。

校政企多元参与，科学合理利用评价结论，适时修

订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标准，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和社会

用人体制机制及要求，把控人才培养质量关。立体、全

面、多维度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适时跟踪人才培养质

量，动态调整考核评价体系，可体现出人才培养的时代

性和社会性。

4  结语

在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

可极大地挖掘教育教学创新点，调动教师和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弥补原有课程考核中的不足，改革不合理的课

程考核方式及内容，提升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根

据具体课程要求，形成不同课程的一体化考核评价体系，

使课程考核能真实反映学生的技术技能水平、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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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品行及日常表现等[5]。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学生评价 体制机制，促进学生综合素质能力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