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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写作背景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致力于学生的专业技能及职业生涯与发

展，注重学生的知识水平、实践能力和专业技能的培养，依据

高职教育培养目标要求，对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专业能力进

行科学评价。《经济法》课程是教育部所要求的高校经济贸易

类必修核心课，致力于为市场经济发展培养懂法、守法、用法

的应用型人才。《经济法》课程现行考核模式单一，没有考核

出学生的真实水平，没有实现教学目的。根据社会的人才需求

现状，提出了对本课题的研究，力争创新实践，提出符合

“教、学、研、用”的教学目标，适合我校学生实际的考核

方法，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促教、以评促用，以导为主，以

控为辅、导辅结合。

国内学者对经济法课程考核方法主要有传统闭卷形式、开卷

形式、专题分析形式、过程性考核、课堂问答、案例分析、

结课论文、模拟法庭、口头答辩等，在考核中大都提出用一种或

多种相结合的方式，在研讨中以理论层面为主，具体实施方法考

核指标等方面提出较少，非试卷测试方法存在着主观评价较多，

影响考核的客观性。

2  经济法考核方式中存在的问题

2.1考核方法有欠缺

现行的经济法考试主要有出勤成绩、课堂表现、平时作业、阶

段测试、期末考试。在考试中往往出现出勤找人代签到、课堂表

现流于形式，平时作业有抄袭、下载、代写等情况；阶段测试网

搜答案；期末考试缺乏实践。

2.2课程论文（调查报告）形式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

采用课程论文（调查报告）形式进行考核，在实施过程遇到

了许多问题，不能实现课程论文的有效考核。

2.2.1学生方面

高职学生从实施单独招生入学考试以来，单独招生比例已达

到67%以上。很多中职学生，或无学籍学生通过单独招生考试考

入高职院校成为大专生。他们写作基础薄弱，不懂得学术论文的

写作技巧，文字组织能力、问题阐述能力均有很大欠缺，同时课

程论文的写作目的是不挂科，没有对课题深入研究，敷衍塞责，通

过拼凑、抄袭等形式蒙混过关。导致学生便忽视课堂学习，侧重

于课程论文，对课程知识不甚了了，甚至逃课，影响教学效果。

2.2.2教师方面

首先，课程论文布置时间存在缺陷。教师一般是在课程结束

时布置，在短时间内学生撰写几篇2000字论文有些强人所难，因

此，学生为了按时交论文不得不抄袭、拼凑甚至让高年级学生代

写。其次，教师布置的课程论文的选题单一。教师一般在布置课

程论文的选题全班1-2个题目，不考虑学生的兴趣，爱好及研究

方向。最后，由于学生数量多、工作量大、时间紧等原因，教师

对学生的指导不细致，评价标准不具体，很难做到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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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法课程的考核方式单一、僵化，过于注重终结性考核，没有实现教学目的，不能适应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根据
社会的人才需求现状，提出了过程性评价+知识性考核+课程论文综合性考核模式，力争创新实践，提出符合“教、学、研、用”的
教学目标，适合我校学生实际的考核方法，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促教、以评促用，以导为主，以控为辅、导辅结合。对理论与实践
各环节进行全面考查，促进学生提升管理能力与法律素质，最终实现取消形式上经济法课程期末考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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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法考核模式及创新

3.1考核模式体现公平

考核模式上应体现公平，在课前应将考核形式，学习内

容，得分标准公开，并在行课期间时时记录，随时展示。对

于考核标准要涵盖面全、评分标准客观，可操作性强，具体、

量化、易把握。定期公开成绩，有章可循，客观公正，将学

生的课业，行课期间的发言、表现，阶段测试的成绩，行课

间的答辩等等均一一记录，随评随记。对于后进者给予提醒，

给予其途径，指导以方法。

3.2建立全面考核体系

从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角度出发，考核学生的所学基础知识

的掌握能力，对知识能应用能力，对问题的分析能力，以及创

新能力应变能力。各种形式均有利有弊。过程性考核用时长，

在考核时需随考随记，容易在行课间予以漏记；知识性考核，常

以闭卷形式体现，形式单一，内容也不全面，不能考核出学生的

真实水平；口头答辩形式在实施过程中成了问答，仅对个别同学

某知识点进行考核，不能覆盖全体同学；小组案例讨论形式，以

团队形式体现，个别同学可能会出现滥竽充数，蹭成绩。

以评促学，以导为主，以控为辅，导控结合，多种评价形式

综合使用，取各种形式之长，客观公正的考核出学生的水平。

4  过程评价+课程论文评价模式探讨

4.1将过程评价贯穿始终

过程评价通过任务驱动教学法，项目教学法，将出勤、课堂

表现、自我评价有机结合起来。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实

现以评促学的目的。过程评价在实施过程前准备必要的工具。教

师需要准备评价表，包括出勤表、作业表、任务展示评价表、自

评表等。

4.2知识评价是基础

对知识点评价方法采用试卷形式，通过现代教育学法，将课

程内容入微课、慕课之中，通过现代技术手段评价学生的学习时

长，知识考试成绩，简单易行，教师可以随时把控学生知识点的

掌握水平，有助于学习提高，以控为辅的目的。

4.3课程论文评价是重点

对综合知识评价采用课程论文形式，教师在行课中对经济法

热点问题可设多个课题，学生可根据自己对课题的喜好自行选择，

并对随时对课题进行发问，学生带着问题听课，教师可根据学生

的问题行课。既能解决课题问题，又能节省时间，学生在课堂上

也会听的认真，学得仔细。学生从“学答”向“学问”转变，实

行了以导为主的目的。

4.4课程论文答辩是关键

根据学生的选题最后形成课程论文，课程结课后安排3名教

师针对学生所写的课程论文进行现场答辩，学生在答辩中必须充

分准备资料，教师指出论文的问题并给予提导意见，最后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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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答辩成绩。学生根据指导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通过以上途径可以实现以评促学，以导为主，以控为辅，

导控结合。

5  过程评价与课程论文模式具体实施

5.1过程评价需要准备的工具

教师在课前需要准备必要的评价工具，包括出勤表、作业

表、任务展示评价表、自我评价表等

5.1.1出勤表

教师可以采用现代化管理方法与传统方法机结合；定期与不

定期点名与定时不定时点名相结合；出勤考核学生的到课率、

出勤率一般所占分值不高。一般每学期出全勤5-10 分。利用云

班课APP 实现随时随地签到，用时短、记录详细准确，根据经

验值折合成出勤成绩。如下图部分答到记录情况：

5.1.2课业评价表

根据任务驱动、项目教学法需要学生课下有大量的课业，

在行课时集中收交，课业评价需要客观、完成每项为 1 分。

5.1.3课堂表现评价表

课堂表现成绩主要由任课教师在行课期间对学生的课堂表现

给予评价。在任务驱动教学法实施过程中的课堂表现成绩。

鼓励学生主动演讲，阐述课业内容，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

能力，文字组织能力，公众演说能力。该项定为5 分主要包括

学生语言组织能力1分、知识掌握水平2分、公众演说能力1分、

行为举止1 分。由于时间关系不可能让所有的学生表述，因此

实行分期交错，表扬积极，鼓励消极。

5.1.4自我评价成绩

自我评价主要是通过职业核心能力测价及专业能力评价。通

过两个表格进行体现，职业核心能力测评表主体根据校企合作形

式得出评价指标，由企业提出，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提高职

业能力。

5.1.5知识评价

知识评价采用传统考评方法，以书面试卷形式为主，题型

主要以选择与判断题。经济法知识评价过程中，将课程中所有

知识点均编为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形成题库，在考评中，

学生从题库中随机抽50 道题目，时间120 分钟。现行操作方式

采用云班课形式，将题库编写入云班课，并随机抽取50 道题目

形成多套试卷，学生可以在限定时间进行答题，每套题目均可

选答，取最高分按对应比例计入总成绩。

5.2课程论文考核

在经济法实务行课期间，课前准备当前热点问题，如一带

一路中国际合同问题、中美贸易中关于市场管理法的问题、知

识产权保护、滴滴打车垄断、农村土地转让问题，无人驾驶汽

车责任问题等等，任课教师还可以在行课期间发现的其他问题。

课程论文在实施过程，任课教师应给学生以论文结构，在

结课时应对课程论文质量把关，避免抄袭、拼凑现象。

5.3课程论文答辩

课程论文答辩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应当精心组织。学生针

对自己选题已经形成课程论文，课程结课后安排3名教师针对学

生所写的课程论文进行现场答辩，学生在答辩中必须充分准备资

料，教师指出论文的问题并给予提导意见，最后给出学生答辩

成绩。学生根据指导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6  结论

经济法课程的考核模式学者们都有自己的看法，在理论上基

本完备，但在实践操作中难以落到处，可操作性不强。通过对

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分析、整理总结出经济法课程的考核模式。

通过对经济法课程考核现状分析找出了经济法考核主要存在2个

方面的问题，一是传统考试形式单一，不能考核出学生水平；

二是课程论文考核形式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流于形式。通过对经济

法课程考核综合分析，找出了经济法课程考核的方法，旨在提

高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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