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课程思政教学评价设计

（一）“N+1+1”模式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

《纲要》指出：“人才培养效果是课程思政建设评价的首要标准。”科学的评

价应该立足于课程或专业，凸显对学生发展过程的考察，并将考察结果运用到教师

的教学反思与改进等方面。教学与考核评价相辅相成，课程形成性评价的丰富多样

性与“课程思政”的灵活应变性相结合，能够较好地反馈教师教学的真实效果与学

生知识内化、行为外化的情况，对于提 高教学成效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翻转云课堂”《财务管理学》课程思政的评价过程构建了“N+1+1”形

成性评价体系，该形成性评价体系是相对于“一锤定音”的期末终结性评价而言，

其注重将课程的教学效果评价和学习成效评价分解到教学全过程，既能够对学生知

识水平的掌握以及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进行及时监督和引导，也能够有效提升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改善不良学风、考风现象。具体实施中采用“N”种（多种）形成性

评价形式、“1”种期中阶段性评价和“1”种 期末终结性评价相融合的综合评价

系统。

1.“N 种”形成性评价，主要依托于“星云”平台 来进行，老师可以在课前、

课堂、课后针对所有学生进行评价。课前推送学习资料后查看学生的预习情况，学

生查看学习后可以获得 相应的课堂经验值。课堂上进行签到、随机点名、摇一摇

点名、课堂提问、单元测试、头脑风暴、问卷调查、答疑讨论和评价反馈等“课前

课堂课后”活动，学生每次参与活动都可以在平台上得到相应经验值和数据；要帮

助学生进行课后的巩固和复习，老师还可以发布作业和要求网上提交，学生在限定

期限内完成并提交，获得相应经验值。利用“星云”平台展开教学评价，实现了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覆盖了教学全过程，实现了“授课与评价”的同步进行，

是对学生 进行全方位的评价，而全方位评价和课程思政的内涵也不谋而合，教师

可以在两个平台上随时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能及时发现学生的学习瓶颈，了解学

生在专业学习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变化，以及对学科专业价值的



认知、学科专业方面的职业操守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1 种”期中阶段性评价，该期中阶段性评价是教学中期采用的书面评价形式，

目的在于及时了解学情，掌握课程思政效果。终结性评价一般是在学期或学年结束

时进行，其目的主要是了解学生经过一学期或一学年的学习，是否达到教学目标，

据此做出终结性评价。 为了在教学过程中及时、阶段性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

教师会在学期中进行一次《财务管理学》期中考试，进行测评，主要采用的测评方

式为卷面测评，将截止到期中学习过的章节内容，按照百分制组卷，卷面测试题目

包括客观题和主观题。通过期中阶段性评价，可以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机会停下

来、回头看、找差距，也可以帮助教师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漏洞，在下半学期及

时调整，整个评价体系是严格与翻转云课堂教学模式及课程思政匹配 的，使每个

学生的学习行为能够始终保持一致。

3.“1 种”期末终结性评价。主要是在学期末，经过一个学期《财务管理学》

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以闭卷考试的形式进行，既要考核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还要重点考核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和综合财务素质。

（二）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的运用：基于“四思”模式

基于学生发展情况，对教学进行反思和改进，是专业课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

首先，要 基于上述三种课程思政教学评价评价对教学进行反思。主要反思以下

几个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挖掘是否深刻，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与专业课程知识

的结合是否有机，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在教学中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内涵式地融入

了专业课程教学，教学方法是否得当，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情况是否良好，等等。

其次，要结合反思进行教学改进，基于上述“N+1+1”模式的课程思政教学评

价，应该采取“四思”模式，即“思教学—思评价—思反馈—思改进”。鉴于过程

性评价使用，教师应该采取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方法。其好处在于，教师能结合课程

教学，不断优化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和内容安排等。对于专业课教师来说，只有通

过反思，才能不断提升对课程思政的理解、把控、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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