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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随着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日渐普及ꎬ 传统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已难以适应

新形势的变化ꎮ 通过对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课程考核评价问题进行需求分析ꎬ 设计了基于混合

式教学的多元化课程考核评价体系ꎬ 该评价体系综合考虑了线上和线下混合式教学的特点ꎬ 将

课前、 课中、 课后以及考试等环节结合起来ꎬ 既关注学习过程ꎬ 又关注结业考核ꎻ 既关注理论

知识的学习ꎬ 又关注动手实践能力的考察ꎻ 既包括教师评价ꎬ 又包括学生的自评和互评ꎬ 综合

体现了学习、 练习和考试等多方面的因素ꎮ 最后ꎬ 以 “媒体数据分析与处理” 课程为例ꎬ 对该

考核评价体系进行了应用ꎬ 结果表明该体系对于全面客观评价学生的课程学习效果具有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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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ꎬ 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日渐普及ꎮ 混合式教

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课堂授课的不足ꎬ
在师生互动、 个性化教学以及课堂效果等方面都

表现出了极大的优势[１]ꎮ 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

的问题ꎬ 例如ꎬ 如何在这种新型教学模式下对课

程进行有效考核评价的问题ꎮ 传统的课程考核大

多采用的是 “一考定终身” 的方式ꎬ 即通过最终

的结业考试成绩对学生某门课程的学习效果进行

评价ꎬ 这种简单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往往比较片

面ꎬ 很难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对一门课程的掌握

程度[２]ꎬ 而且也为学生 “平时上课睡大觉ꎬ 考前

再突击” 等不良现象提供了滋生的土壤ꎬ 学生容

易通过猜题等方式蒙混过关ꎮ 从长远来看ꎬ 这不

利于学生积极主动学习ꎬ 也无法帮助其真正掌握

课程的知识点ꎮ 有效的考核评价体系将在很大程

度上对学生学习起到促进和引导作用ꎬ 特别是在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逐渐普及的新形势下ꎬ
如何对学生的课程考核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ꎬ 就

成了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ꎮ

　 　 一、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课程考

核评价需求分析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 “混合” 二

字ꎬ 具体体现在课程平台、 课程资源、 学习方法

和评价机制的混合等多个方面[３ － ４]ꎮ 由于学生的学

习过程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课堂ꎬ 而更多的体

现在线上学习、 测试以及课后练习等多个环节[５]ꎬ
因此在考核评价方面ꎬ 也应充分注意这些新的变

化ꎬ 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ꎬ 将线上考核与

线下考核结合起来ꎬ 将学习过程考核和结业考核

结合起来ꎬ 而且要引入自评和互评等机制增加考

核的客观性[６]ꎮ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特点使得在对课程进行考

核评价时ꎬ 一方面应尽可能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

学生的学习效果[７]ꎬ 例如对课程核心知识点的掌

握情况ꎬ 另一方面ꎬ 也应从学生能力培养的角度ꎬ
考察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能

力[８]ꎮ 特别是对于应用实践型课程ꎬ 更应当侧重

实践考核环节ꎬ 从多个维度多个层次全面考查学

生的学习效果ꎬ 以便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更加

科学合理的评价ꎮ
“媒体数据分析与处理” 课程是面向本科学员

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ꎬ 课程重点讲授音频、
图像、 视频等媒体数据分析与处理的概念与方法、
媒体数据检索以及典型应用等内容ꎮ 通过课程的

学习ꎬ 要求学员不仅要掌握媒体数据分析与处理

的基本原理ꎬ 而且还应具备运用媒体数据分析与

处理工具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能力ꎮ 从课程的教

学目标来看ꎬ 应侧重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来考

核课程的学习效果ꎮ
在以往的课程考核中ꎬ 主要采用的是 “３０％

平时成绩 ＋ ７０％ 结业考试成绩” 这种方式ꎬ 这种

考核体系对于传统以线下授课为主的教学模式而

言是较为合理的ꎮ 但随着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不断

应用ꎬ 我们发现传统的考核体系已不能全面客观

地评价学生的学习状况ꎮ 有的学生平时不认真学

习ꎬ 仅靠考前一周突击也能通过ꎻ 有的学生虽然

考试成绩较高ꎬ 但实际动手能力却很差ꎬ 高分低

能的现象屡见不鲜ꎮ
“媒体数据分析与处理” 课程的最大特点在于

理论与实际生活结合非常紧密ꎬ 因此在课程教学

过程中ꎬ 一方面通过在线下授课环节引入大量的

案例来帮助学生加深对课程理论知识的理解ꎮ 另

一方面ꎬ 依托课程团队多年积累下来的优质教学

资源ꎬ 采用 ＭＯＯＣ 线上学习的方式来加强实践环

节的学习ꎬ 并尝试根据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特点ꎬ
设计多元化多维度多层次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ꎬ
从而实现客观公正合理地评价学生课程学习效果

的目的ꎮ

　 　 二、 基于混合式教学的多元化课

程考核评价体系

　 　 为了能够适应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新特点ꎬ 设

计了基于混合式教学的多元化课程考核评价体系ꎬ
具体如图 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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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基于混合式教学的多元化课程考核评价体系

　 　 从图 １ 中可以看出ꎬ 这种多元化课程考核评

价体系充分考虑了线上和线下混合式教学的特点ꎬ
将课前、 课中、 课后以及考试等环节结合起来ꎬ
既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ꎬ 又关注结课考核ꎻ 既关

注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ꎬ 又关注学生动手实践能

力的考察ꎻ 既包括教师的评价ꎬ 又包括学生的自

评和互评ꎬ 综合体现了学习、 练习和考试等各方

面的因素ꎬ 能够较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课程学

习效果ꎮ
根据 “媒体数据分析与处理” 课程的教学目

标ꎬ 课程的考核应侧重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ꎮ
因此ꎬ 不论是在线上ꎬ 还是在线下ꎬ 都分别围绕

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ꎮ 对于理论部分的教学ꎬ
首先依托雨课堂智能教学平台在课前给学生提供

预习课件ꎬ 要求学生通过预习课件了解本次课即

将讲授的内容ꎮ 在课中ꎬ 老师将在课堂上通过雨

课堂发布课堂测试题考查学生学习效果ꎮ 也可以

通过课堂讲授对学生不懂的重难点知识进行讲授ꎬ
并随时利用雨课堂习题功能检测学习效果ꎮ 课后

学生可以通过视频回放以及完成课后作业等方式

来巩固所学知识ꎮ 对于实践部分的教学ꎬ 主要是

通过安排实验课ꎬ 在课中环节依托慕课让学生首

先自行学习视频ꎬ 并完成慕课习题测试ꎬ 然后再

根据视频教学进行实际操作ꎬ 完成实验步骤ꎮ 在

课后环节ꎬ 学生自行根据实验过程撰写完成实验

报告ꎬ 并设计完成课程大作业ꎮ 同时ꎬ 也安排了

线下的课堂学时让学生进行大作业汇报ꎬ 并开展

自评和互评工作ꎬ 以确保评价的公正客观ꎮ 在最

后的考试环节ꎬ 通过线上的在线测试以及线下的

结课考试对学生的理论和实践技能进行考核ꎮ
图 １ 中ꎬ 预习课件、 学习视频、 课堂讲授、 视

频回放等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习的过程ꎬ 这

个学习过程既包括学生的自主学习ꎬ 也包括课堂

讲授过程中的小组学习、 研讨学习等过程ꎮ 学生

课前是否认真预习ꎬ 实验课是否认真学习视频ꎬ
课堂上是否积极提问、 参与研讨ꎬ 课后是否观看

回放视频巩固所学知识等都体现了该学生的学习

态度和学习效果ꎮ 图中ꎬ 课堂测试、 慕课平台测

试、 实际操作、 课后作业、 实验报告以及大作业

等环节则是一个练习的过程ꎬ 主要用来检测对课

程所学理论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所学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作为一门与实际结合非常

紧密的课程ꎬ 练习是必不可少的ꎮ 这个练习既包

括理论部分的练习ꎬ 也包括实践部分的练习ꎮ 课

堂测试、 慕课平台测试以及课后作业重点考察对

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ꎬ 实际操作、 实验报告和大

作业重点考察对实践操作的掌握情况ꎮ 最终的考

试包括在线测试、 结业考试、 大作业汇报、 自评

及互评等多个方面ꎬ 力求从理论和实践角度考察

最终的学习效果ꎮ 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ꎬ 教师们

可以根据各自课程的特点以及学员的实际情况ꎬ
对上述模块进行合理组合搭配ꎬ 以确保获得最优

的考核评价效果ꎮ

三、 课程考核评价体系应用效果

为了验证基于混合式教学的多元化课程考核

评价体系的有效性ꎬ 我们在 ２０１９ 年春季学期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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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班次中开展了混合式教学ꎬ 并采用了全新的多

元化课程考核评价体系来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ꎮ
２０１９ 年春季学期同时开展了两个班次的教学任务ꎬ
其中一个班为技术类数据专业学员ꎬ 学员人数较

少ꎬ 只有 ８ 人ꎮ 另一个班为改训类学员ꎬ 学员人数

较多ꎬ 有 １２０ 人ꎬ 学员来自不同院校ꎬ 理工基础相

对薄弱ꎮ 针对这两个班学员的特点ꎬ 我们在混合

式教学多元化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的基础上ꎬ 分别

采用不同的配置和比例ꎬ 以力求达到最优的考核

评价效果[９]ꎮ 例如ꎬ 对技术类的班级学员ꎬ 考虑

到技术类学员自身学习能力较强的特点ꎬ 因此在

教学过程中ꎬ 我们采用了较为灵活的小班混合式教

学ꎬ 适当加大了自主学习的比例ꎬ 鼓励学生在线上

采用慕课等方式进行自主学习ꎬ 课堂上通过雨课堂

测试ꎬ 对不懂的知识点再进行师生研讨ꎬ 充分发挥

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ꎮ 同时ꎬ 由于这个班学员人

少ꎬ 实验和作业等均以个人为单位进行ꎬ 对实验要

求较高ꎮ 相反地ꎬ 对于改训类学员ꎬ 考虑到学员来

自不同院校ꎬ 之前所学专业五花八门ꎬ 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以及理工基础相对薄弱等因素ꎬ 我们在对其

开展混合式教学的过程中ꎬ 以教师讲授和引导为主ꎬ
同时采用分组方式完成课程大作业和汇报ꎬ 充分调

动小组组长的积极性ꎬ 并通过小组自评和互评等方

式来确保课程考核的公正客观ꎮ

表 １　 两个不同班次课程考核评价比例配置

技术类学员 (％ ) 改训类学员 (％ )

雨课堂

预习课件 ２ ２

课堂测试 ３ ３

课后作业 ５ ５

慕课

学习视频 ２ ０

课堂测试 ３ ０

在线测试 ５ ０

实验报告 １５ １０

大作业及汇报 １０ １０

大作业自评与互评 ５ １０

结课考试 ５０ ６０

总和 １００ １００

表 １ 给出了针对技术类和改训类两个不同班次

学员进行课程考核评价的比例配置情况ꎮ 从表 １ 可

以看出ꎬ 两个班次的考核都体现了过程性考核的

特点ꎬ 学生最终成绩里的每一分都是通过平时的

努力来获得的ꎮ 不同在于ꎬ 对于技术类学员ꎬ 学

生慕课自主学习以及实验占了更大比重ꎮ 为了保

证考核的权威性ꎬ 仍然保留了传统的结课考试环

节ꎮ 表 １ 中两个班次不同的考核评价比例配置是针

对各班学员自身的特点而设定的ꎬ 其最终目的是

为了更好地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ꎮ
从最终的考试成绩来看ꎬ 两个班次的学员在

雨课堂的学习情况都比较好ꎬ 都能达到接近 ９０ 分ꎬ
这说明不论是技术类学员还是改训类学员在雨课

堂上的课前预习、 课堂测试和课后习题完成情况

还是不错的ꎮ 在实验环节ꎬ 改训类学员的实验报

告普遍得分不高ꎬ 这与其缺乏理工科方面的基础

和训练有一定关系ꎮ 从大作业的完成情况来看ꎬ
两个班次的学员大作业及汇报成绩持平ꎬ 分析原

因可能在于ꎬ 技术类学员班大作业是独立完成的ꎬ
改训类学员班的作业是分组完成的ꎬ 分组的学员

当中有的动手能力较强ꎬ 有的动手能力较弱ꎬ 但

以团队形式完成大作业之后ꎬ 这种能力上的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泛化ꎬ 体现了集体和合作的

力量ꎮ 从作业自评和互评情况来看ꎬ 两类学员的

自评和互评成绩均高于教师给出的成绩ꎬ 这说明

学生评价可能存在分值偏高的现象ꎬ 可以考虑从

互评机制上加以约束ꎬ 以使其尽可能接近真实成

绩ꎮ 对于结课考试ꎬ 技术类学员的结课考试成绩

是明显高于改训类学员的ꎬ 也进一步说明了技术

类学员的学习基础更扎实一些ꎮ 最终的总成绩两

个班次学员成绩都在 ８０ 分左右ꎬ 与预期教学目标

基本一致ꎬ 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所提的混

合式教学模式下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的有效性ꎮ

四、 结语

随着混合式教学模式的逐渐普及ꎬ 课程考核

体系也由传统的考试逐渐向过程性形成性考核的

方向转变ꎮ 课程考核评价体系如何适应混合式教

学的特点ꎬ 如何综合评价课程学习效果ꎬ 如何达

到预期的学习目标ꎬ 是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ꎮ 本

文首先对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课程考核评价问题

进行需求分析ꎬ 在此基础上设计了基于混合式教

学的多元化课程考核评价体系ꎮ 该评价体系综合

考虑了线上和线下混合式教学的特点ꎬ 将课前、
课中、 课后以及考试等环节结合起来ꎬ 将学习过

程和结业考试、 理论知识与动手实践、 教师评价

与学生评价等结合起来ꎬ 综合考虑学习、 练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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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等各方面因素ꎬ 并以 “媒体数据分析与处理”
课程为例ꎬ 对所提的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进行了

应用ꎬ 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ꎬ 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ꎮ

参考文献:

[１]　 刘志国ꎬ王春晖ꎬ孟繁军. ＭＯＯＣ 环境下多元化考核与

评价方法实践探索[Ｊ].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

学版ꎬ２０１７(３):１４２ － １４４.
[２]　 周广惠ꎬ郎振红.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课

程考核方案研究[Ｊ]. 软件工程ꎬ２０１８(６):５３ － ５５.
[３]　 金晨. 混合式教学中课程考核模式的研究[Ｊ]. 高教学

刊ꎬ２０１(２５):１３０ － １３２.
[４]　 李建荣.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探索与实践[Ｊ]. 教育教

学论坛ꎬ２０１９(３７):１６４ － １６５.
[５]　 尚琼. 基于 ＳＰＯＣ 的«现代教育技术»课程考核方式研

究[Ｊ]. 高教论坛ꎬ２０１９(１):２０７ － ２０８.
[６]　 赵增辉ꎬ刘星光ꎬ郝鹏ꎬ等. 课程信息化驱动下多元混

合考核机制的构建与实践[Ｊ]. 中国教育信息化ꎬ２０１９
(１４):３１ － ３４.

[７]　 窦燕ꎬ王常武ꎬ赵逢达ꎬ等. 网络教学平台支持下的混

合教学多模态考核方式[ Ｊ]. 中国教育信息化ꎬ２０１７
(１４):１７ － １９.

[８]　 苏命峰ꎬ黄会雄ꎬ宁和南. 云计算环境下混合式学习评

价体系构建[Ｊ]. 高等教育在线ꎬ２０１６(９):１４３.
[９]　 黄振ꎬ周垚ꎬ马振丽. ＭＯＯＣ 环境下混合式教学考核占

比的研究[Ｊ]. 软件导刊ꎬ２０１８(１１):４ － ６.

(责任编辑: 陈　 勇)



(上接第 １７ 页)

[９]　 李莉ꎬ黄蕾. 航空院校科技创新能力结构差异探究

[Ｊ]. 产业与科技论坛ꎬ２０１６(２１):１６２ － １６３.
[１０]　 徐超ꎬ杨词慧ꎬ张文仙. 科技创新活动对大学生创新

能力培养的实践探索———以南昌航空大学信息工程

学院为例[Ｊ].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５(１):３０ － ３１.
[１１]　 孙兆荣ꎬ何永勃. 航空电气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体系研究与实施[Ｊ]. 教育现代化ꎬ２０１５(１７):２４
－ ２５.

[１２]　 孙兆荣ꎬ何永勃. 航空电气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体系研究与实施[Ｊ]. 教育现代化ꎬ２０１５(１７):２４
－ ２５.

[１３]　 刘益平ꎬ陈夏初. 以创新引领创业、以创业推动创

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与探

索[Ｊ].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１２
(２):８４ － ８７.

[１４]　 董一巍ꎬ殷春平ꎬ李效基ꎬ等. 麻省理工学院创新型人

才的培养模式与启示[ Ｊ].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ꎬ２０１８
(１):７９ － ８６.

[１５]　 董一巍ꎬ尤延铖ꎬ殷春平ꎬ等. 双轮驱动的专业硕士创

新培养体系构建———以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为例

[Ｃ] / /第一届全国高等学校航空航天类专业教育教

学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４９５ － ５０１.

[１６]　 董一巍ꎬ尤延铖ꎬ殷春平ꎬ等. 创新创业教育在自动控

制原理课程设计中的探索[ Ｊ].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１７(增刊):１５８ － １６２.
[１７]　 董一巍ꎬ殷春平ꎬ李效基ꎬ等. 麻省理工学院创新型人

才的培养模式与启示[ Ｊ].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ꎬ２０１８
(１):７９ － ８６.

[１８]　 国际空中机器人大赛组委会. Ｉｎｔｅ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ｅｒｉａｌ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７ (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 ＥＢ /
ＯＬ]ꎬ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２３)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０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ａｅｒｉａｌ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ｒｇ / ｍｉｓｓｉｏｎ７. ｐｈｐ.

[１９]　 游璐茜ꎬ王黠溢. 厦门大学“嘉庚一号”火箭研制团队

报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 － ０５ － ０８)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０５].
ｈｔｔｐｓ: / / ｔｗ. ｘｍｕ. ｅｄｕ. ｃｎ / ２０１９ / ０５０８ / ｃ３４８１ａ３６８４９６ /
ｐａｇｅ. ｈｔｍ.

(责任编辑: 邢云燕)

５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