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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工专业综合训练过程性考核方案设计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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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OBE教学理念对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综合训练实践课程的过程性考核方案进行合理设计，力求做

到考核方式、考核内容与课程目标达成高度契合，从而体现学生从本门课程中获得的能力是否能够支撑相

应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另外，通过本方案在教学实施中发现的问题逐步完善教学和考核的持续改进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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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课程考核方式不仅能调动学习积极性，激发

学习兴趣，而且可以充分提升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真正

意义上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然而，目前国内大

多数本科生课程的考核模式实为“一锤子买卖式”（即期

末考试成绩决定课程是否通过），普遍存在“重结果，轻

过程”的通病。在 OBE 教学理念中，学生从学习中获得

的实际能力才是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真实依据，因此课

程考核方式的改革才是教学改革的重点。过程性考核可

以对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进行综合评价，不仅对

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情况和学习成果进行评价，还包括对

思维能力、应用能力和综合能力的评价，是一种多阶段、

多层面、多角度的考核模式。本文以食品专业实践课食

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综合训练为例，从课程目标对标毕业

要求指标点出发，在 OBE 教学理念框架下，结合学院实

际情况对课程的过程性考核方案进行合理化设计，以期

为食品专业实践类课程的过程性考核提供一些借鉴。 

1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综合训练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

业的实践课，第六学期开设。依托学院的专业研究方向及

相关中试生产线，要求学生综合运用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开展果蔬制品、烘焙制品、肉制品、乳制品、发酵

制品等新产品的设计与开发，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

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本课程的课程目标：①能够针对特定类型的食品独立

设计产品开发方案，并在设计中体现一定的创新意识；②

能够综合利用专业知识，通过团队的分工合作完成实验；

③能对实验数据/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从而得到合理有

效的结论。 

2  课程过程性考核方案设计 

2.1  过程性考核成绩计算依据 

本课程过程性考核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实验方案设

计、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课程目标权重与各种过程性考

核方式之间的关系见表 1。 

表 1  过程性考核方式、比例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考核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权重） 方案设计 实验操作 实验报告 

小计（%） 

1（0.4） 
2（0.3） 

40 
- 

- 
30 

- 
- 

40 
30 

3（0.3） - - 30 30 
∑=1.0 40 30 30 100 

 
2.2  各考核方式的评分依据和标准 

2.2.1  实验方案设计： 
根据学生提交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完整度、可操

作性和创新性进行综合评分，分优秀[90—100 分]、良好

[75—90 分]、合格[60—75 分]、不合格[0—60 分]四个等

级（下同）。优秀：方案设计科学、合理、完整度高、可

操作性强，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良好：方案设计科学、合

理、完整度较高、可操作性较强；合格：方案设计基本合

理、完整度一般、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不合格：方案设

计不合理、完整度差、不具备可操作性。 
2.2.2  实验操作： 
通过观察学生对实验内容的熟悉程度、实验操作的

规范性、动手能力、小组成员分工和配合默契度以及实

验结束后能否及时整理相关实验器材等情况，现场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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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小组评分。优秀：熟悉实验内容，实验操作规范，

动手能力强，小组成员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度高；良好：

熟悉实验内容，实验操作较规范，动手能力较强，小组

成员分工基本明确；合格：熟悉实验内容，能基本完成

实验操作，小组成员分工基本明确；不合格：不熟悉实

验内容，实验操作不规范，动手能力较差，小组成员分

工不明确。 
2.2.3  实验报告： 
根据学生实验报告质量进行综合评分，主要包括：撰

写规范性、数据处理、结果合理性、产品质量以及对实验

中出现的问题是否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进行综合评分。优

秀：实验报告规范，数据处理恰当，实验结果合理，产品

品质佳。小组能针对实验中的问题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

并提出合理的改进方案。良好：实验报告规范，数据处理

恰当，实验结果合理，产品品质良好。小组能针对实验中

的问题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合格：实验报告基本规范，

数据处理恰当，实验结果合理，产品品质一般。小组能针

对实验中的问题进行讨论。不合格：实验报告不规范，数

据处理不恰当，实验产品品质差/无产品。 

3  过程性考核的实施 

3.1  评价方法 

（1）学生样本选择时，剔除课程总评成绩不及格学

生样本；若学生某课程目标分值为零分，也应剔除该学生

样本。 
（2）以课程考核成绩分析法计算课程目标达成值，

再辅以学生问卷调查法对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综合

评价分析。 
（3）在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时，课程目标期望值

将及格线作为目标达成的最低标准，也可针对具体各课程

目标根据实情设定高于最低标准的期望目标。 
3.2  评价结果 

本课程随机选取了食工专业 2018 级 1 班学生的全过

程考核成绩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见表 2。 

表 2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综合训练课程达成情况评价 

课程目标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

点（权重） 
考核方式和评价依据 

目标 
分值 

学生 
平均得分 

达成度评

价值 
课程目标 1—指标点 3.3（0.4） 40 76.5 0.765 
课程目标 2—指标点 9.2（0.3） 30 84.6 0.846 
课程目标 3—指标点 4.4（0.3） 

综合成绩=实验方案设计（40%）+实
验操作（30%）+实验报告（30%） 

30 86.3 0.863 
课程总评 100 81.9 0.819 

 
3.3  课程目标短板与持续改进措施 
对三个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分析发现，在设定课程目

标期望值 0.8 情况下，仅有课程目标 1 达成度低于期望值，

反映出学生在实验方案设计方面存在能力不足，即为课程

目标达成上的“短板”。 
进一步分析课程目标 1 的考核方式发现，在实验方案

设计中大多数学生能够针对特定类型的食品进行产品设

计/开发方案的撰写，方案基本可以做到科学性、合理性

和可操作性，但存在创新性低的问题。因此，在以后的教

学过程中应逐步加强学生实验方案设计的创新性的考核，

并引导学生在创新的同时注重合理性。 

4  结语 

推行课程过程性考核的改革和实践是贯彻落实《教育

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落实的通知》和《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等文件精神的重要抓手，各

学校在推行课程过程性考核管理办法时要切忌“一刀切”，

需根据课程性质实施“一课一策”，合理构建考核形式和

明晰任课教师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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