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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型本科教育培养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基本素质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以此为目标对电气类专业基础

课进行改革，打破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授课模式和期末考试定成绩的考核模式，构建以学生学习为主的

教学过程，建立过程化、多元化的考核方式，确定考核机制和考核项目，制定考核标准，提高平时成绩、

实践成绩和创新成绩权重，依托雨课堂数据对电气类专业基础课程进行客观、及时、全面的评价，提高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教师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水平。淘汰水课，打造金课，争创一流本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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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2019 年发布《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

意见》中指出“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必须把教学

改革成果落实到课程建设上”。电气类专业基础课是后续

专业课的基础，课程建设和改革更为重要[1]。课题组结合

应用型本科教育培养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基本素质的高

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申报了省级教改科研“应用型本

科电气类专业基础课过程化考核的应用研究”项目，获得

立项；“电机与电力拖动”课程获批省级一流课程建设。

课题组以此为契机，对承担的电气类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

大纲、教案、讲稿、课件进行修改和完善，合理安排课前、

课上和课后三个阶段的学习任务，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在

此基础上结合雨课堂数据实施过程化的考核方式，对学生

的整个学习过程进行跟踪、记录和考核。 

1  应用型本科电气类专业基础课考核中的问题 

教学改革改变了教师的授课方式，增加了师生间的互

动，但是多数课程对考核的改革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应用

型本科院校，学生学习主动性差，教师对传统的考核方式

沿用过多，创新力度差，课程考核存在着许多问题。 

（1）课程考核重结果、轻过程，某些教师口头上喊

着教学改革，可行动上懒惰，课堂教学对学生的关注不够，

期末一张试卷判定了学生的成绩。久而久之，学生形成了

应考心理，平时不学习，考前突击[2]；有的学生不预习，

不听课，不复习，只等着考场作弊，还获得了好成绩，进

一步助长了不良学习风气；平时认真学习的学生，由于期

末考试发挥失常，成绩不理想，严重影响了学习积极性。 

（2）考试内容完全依附教材，灵活性差。教师在考

题内容上习惯沿用原来的题型，稍作改动组成了新的试

卷。题型局限于填空、计算等死记硬背的类型，缺乏创新

性考核。 

（3）实验课完全是验证性的，缺乏探究性、创新性。

不利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提高。 

（4）课程考核成绩组成不够丰富。缺乏学习过程的

数据，只是平时作业成绩、考勤成绩占 30%，期末考试成

绩占 70%。没有体现学生学习过程的数据，如课堂回答问

题的情况，学习态度等。 

（5）考核反馈的实时性差[3]。大学中的传统考核就

是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的最后通知，学生通过考试发

现自己的问题时，课程已经学完，想改正为时已晚，教师

发现学生的问题后，也没有办法在本门课程中帮助学生纠

正。所以，传统的考核方式的反馈信息，对本门课程已经

没有什么意义了。 

2  电气类专业基础课的特点 

电气类专业基础课是基础课向专业课的过渡课程，具

有基础课理论性强的特点，又有专业课应用性强的特点。

教学中要求教师理实结合，既要讲解足够的理论知识，又

要引入一些工程案例。这也对课程考核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不仅要检验学生对理论知识掌握的多少，还要检验学

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等[4]。这就要求教师关注学生的

学习过程，掌握每个学生的知识基础、学习态度、解决问

题的能力、实验和实训能力等，及时给学生打分，客观公

正的考核每个学生的学习过程。 

3  电气类专业基础课过程化考核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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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应用型本科电气类专业基础课考核中的问题和

电气类专业基础课的特点，对电气类专业基础课实施过程

化考核，借助雨课堂等教学工具及时收集、记录学生课前

预习、课上学习和课后复习等学习过程中的成绩。 

3.1  课前考核 

课前考核是对学生预习情况的考核[5]。课前预习是

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自主学习的重要环节，教师对学习进

行督促、引导和检验，借助雨课堂能够查看学生对发布

的预习课件、预习视频、预习慕课等的预习情况；教师

可以对主观预习作业进行打分，客观预习题雨课堂自动

打分，这些成绩都能够保存下来，作为对课前预习过程

的考核成绩。 

3.2  课堂考核 

课堂考核是对学生课堂学习过程的考核。课堂学习要

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6]。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更

应该引导学生学习知识，对学生的课堂学习过程进行考

评，以便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督促学生执

行学习计划。 

课题组的每位教师上课的第一环节是复习上次课程，

通过回答问题、学生口头总结、纸面总结等形式，教师进

行点评、补充、纠正，并记录学生掌握的情况。第二环节

是检查学生预习情况，通过提问、雨课堂测试、学生讲述

等形式，教师及时记录成绩。第三环节是新知识深化，在

学生预习的基础上，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并给提出

问题的学生加分。布置难度更大的任务，通过小组讨论的

形势完成任务，并记录各个小组的成绩，这个环节需要助

教老师和学生协助主讲教师完成。课堂上的生讲生学、学

生质疑、慕课观摩、角色扮演等环节的学习成绩，教师都

会及时记录。第四环节是总结本次课程，布置下次预习任

务。总结由学生完成，教师进行补充，并依据学生的总结

情况记录成绩。 

3.3  课后考核 

课后考核是对学生课后复习过程的考核。主要包括作

业、测试和总结、实验等的考核[7]。课后作业，一般是课

本上的习题，教师采用五级制评定成绩；课后检测题和每

章测试题采用填空、选择等客观题，雨课堂中提交后自动

记录成绩；思维导图是对每章内容的总结，成绩评定可以

由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学生互评等部分组成。实验成绩

由实验表现、操作能力和实验报告成绩组成。 

以上三个考核环节的结果作为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70%。课前、课堂和课后考核三个环节的成绩分别占

平时成绩的 30%、30%、40%，教师评定的成绩为五级制，

可以按照 95分、85分、75分、65分、60以下等折算成

百分制，雨课堂评定成绩为百分制，统一标准后折算成平

时成绩。 

4  期末考核 

期末考试由课题组根据教学大纲、考试命题计划双向

细目表出 A、B两套试卷，教务处随机抽出一套考试，体

现了客观性和公平性。严格考试纪律，禁止携带考试必需

品以外的物件进考场，杜绝考试作弊。课题组流水判卷，

签署教师姓名。核分教师自检两遍，然后再交叉核分，保

证了分数的正确性。 

期末考试成绩采用百分制，占总成绩的 30%-60%，

其它为平时成绩[8]。平时成绩体现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

表现和收获，期末考试成绩是对课程学习情况的最后一次

总结。综合起来，构成了课程的过程化考核结果。某学期

课程成绩记录表如下图 1所示。 

 

图 1  学生成绩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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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过程化考核的效果 

经过两轮多的教学实践，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学习，积

极预习、复习，课堂认真听讲并踊跃发言，不放过任何一

个提高平时成绩的机会[9]。学生们在竞争的氛围中获得了

学习的乐趣，成绩自然就提高了。由于有了平时成绩的积

累，期末考试压力减小，学生们从容应考，没有了作弊现

象，形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实施过程化考核的电气专业

班级和采用传统考核方式的自动化专业班级相比，总成绩

有了明显提高，如图 2所示。 

 

图 2  考核成绩对比图 
 
6  结语 

应用型本科电气类专业基础课过程化考核方式消除

了传统考核方式的弊端，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10]。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考核内容丰富，考核方

式灵活多样，考核结果公平合理，并能够及时进行反馈，

促进学生及时纠正学习方法，促进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

平，做到了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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