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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克服已有课程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缺乏普遍适应性的不足，聚焦目前课程教学现

状，探讨了基于有效教学理论的课程质量保障策略。通过课程教学质量影响因素调研和资料分

析，梳理出 7 大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课程教学质量影响因素。基于有效教学理论建立了自我

评价、持续改进的 2 层递阶课程教学质量保障模型。为实现课程教学质量内部评价与持续改进，

设计了教学质量教师自评表，给出了评价指标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度计算公式。结合课程教

学改革实践，从教师角度提出了精细化课程教学设计、灵活多变的教学模式、构建师生利益共

同体、充分发挥模范示范作用等 4 点教学质量保障策略。最后，分析了所提课程教学质量提升

策略在研究生课程计算机图形学及数字化快速成型教学实践中的实施效果，对比了 2017 和 2018

级教学效果，其期末成绩优秀率分别为 5%和 28%，改革后的班级成绩优秀率有较大提升。所

提方法为高等院校课程教学质量保障策略的实施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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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guarantee strategy of effective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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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 that the existing quality guarantee system of 

curriculum teaching lacks in the universal adaptabil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urrent curriculum 

teaching situation and probes into the curriculum quality guarantee strategy based on the effective 

teaching theory.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data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quality, seven major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urriculum teaching quality were 

sorted out centering 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n a quality guarantee model of two-stage 

hierarchical curriculum teaching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effective teaching theory. The model 

has the advantage of self-evaluation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Furthermore, a self-assessment 

form of teaching quality for teachers was designed to realize the internal evaluation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urriculum teaching quality. Moreover, a calculation formula of correlation degree 

between evaluation index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was established.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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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curriculum teaching, four quality guarantee strategies of curriculum teaching, which 

include elaborate course teaching design, flexible teaching mod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interest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model teachers, were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above proposed curriculum teaching quality improvement strategies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the 

postgraduate courses-computer graphics and digital rapid prototyping. Then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effects of the classes of 2017 and 2018 was studied and compar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final 

grades excellence rate of students in the class of 2017 and 2018 is 5% and 28% respectively, which 

shows that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effects of the class 2018 after the reformation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erefore, the proposed method in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quality guarantee strategy of curriculum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words: curriculum; teaching quality; effective teaching; quality guarantee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明确提出，提高教育质量是建设高等

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课程教学质量是教育质量的

核心部分，对于教育服务和人才培养质量有重要影

响，因此，提高和保障课程教学质量有助于促进高

等教育内涵式发展[1-2]。 

目前，课程教学质量保障措施包括采用慕课、

混合式教学、探究式教学等教学模式的改革[2-3]，

以及教学质量管理策略[4-5]、教学质量文化建设[6]、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改革[7-8]等。例如复旦大学使用

国际主流的大学生学习效果“增值”测评方法，建立

了通识课程质量保障指标体系，研制出“复旦大学

通识教育学生调查”工具，用于分析高能课程、科

普课程等各类课程的教学质量，并给出相应的管

理策略。厦门大学研发了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

习效果的评价表，并将提高质量的重心聚焦于课

堂教学和教学能力提升，提出了教学质量文化建

设的新理念[1]。 

课程教学是高等教育中的关键环节，对于增加

知识容量、拓宽知识面、打牢专业基础、提高应用

知识、迁移知识和解决问题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课程教学质量保障应以提高课程教学对学生

产生最佳效果为目标，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对教学

活动进行价值分析和持续改进。由于各级高等院校

办学定位、拥有的资源、固有观念、学科类别等的

不同，已有文献仅从某个角度探讨了教学质量保障

问题，但是普及实施尚有难度。为此，本文立足当

下课程教学现状，以持续提升课程教学质量为目

标，构建了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课程质量保障模

型，并结合机械制图和计算机图形学等课程给出了

质量保障策略。 

1  课程教学现状与质量影响因素 

1.1  课程教学现状 

在教学目标方面，目前国内高校的课程教学目

标均以获得专业知识为主，缺乏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学会做人等外延式目标。 

在教学内容方面，几乎都有固定的教材，教学

内容局限于教材，缺乏前沿知识。 

在教学模式方面，通过调研发现，国内大多数

高等院校的理论课程主要采用教师为中心的讲授

式教学模式，部分采用慕课、混合式教学模式。 

在教学评价方面，考试课以平时成绩和期末

成绩进行评定，考查课以平时成绩和大作业为考

核依据。过程性评价所占比例少，结果性评价所

占比例大。造成一些学生投机取巧，突击过关的

情况出现。 

目前，各类课程比较突出的问题包括：①学时

压缩与教学内容有增无减的冲突；②师生比小与小

班制教学需求的冲突；③学生学习兴趣不高；④师

生教学投入与产出比不理想。 

如今，课程教学质量以强化课程质量文化建

设、教学管理、课程体系建设、教学队伍提升等方

面进行开展，尚未普遍推广应用。 

1.2  课程教学质量影响因素 

课程教学是课程实施者通过教学实践来实施

教育计划，促进学生获得教育经验，推动教师与学

生教学相长的活动或过程。因此，教师和学生是课

程教学的两大主体。提升课程教学质量必须从教师

和学生着手。通过查阅和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

料，列出了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课程教学质量影响

因素，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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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教学质量影响因素 

因素 等级 特点 

讲课水平[1] 

低层次的低水平 讲不清楚 

低层次的中高水平 讲的太清楚 

高层次的低水平 讲课有互动 

高层次的高水平 激发学生求知欲 

教学资源[1] 

低级 仅仅局限于教材 

中级 教材与参考资料 

高级 参考资料为主 

教学技能与

方法 

差 以教为主 

中 以教为主，有少量互动 

良 教学互动 

优 以学为主，以教为辅 

工作热情 

低落 消极怠工 

中等 完成日常任务 

高 工作当事业干 

知识宽度 

窄 具有基本的专业基础知识 

中等 具有中等的专业基础知识 

宽广 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 

生源质量 

低 基础差，学习能力差 

一般 基础差，学习能力一般 

中 基础好，学习能力一般 

高 基础好，学习能力强 

学习兴趣 

低 
学习没有目标，不配合老师

完成相应的任务 

中 
学习目标模糊，能够配合老

师完成相应的任务 

高 
学习目标明确，主动完成相

应任务 

 

表 1 列出了 7 类影响因素，其中，讲课水平、

教学资源、教学技能与方法、工作热情、知识宽度

5 个因素与教师相关，生源质量和学习兴趣与学生

相关。 

2  2 层递阶教学质量保障模型 

有效教学(effective teaching)理念是 20 世纪上

半叶西方的教学科学化运动的产物，是一种新的

教学理念，教学是否有效，是以学生是否学到了

知识或学的好不好为标准，而不是以教师是否完

成教学内容、教学是否认真等为标准，该教学理

念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教学是有效的[9-13]。课程

教学有效性越高，则表明该课程教学质量越高，

反之亦然。 

一门课程的学习需要 3 个阶段：课前、课堂、

课后。课程教学的有效与否也应该根据其课前、课

堂及课后质量去判断。据此，构建了 2 层递阶教学

质量保障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2 层递阶教学质量保障模型 

 

课前质量主要从教师和学生对课程的准备情

况评价，包括课程教学设计合理性和教学任务完成

度 2 个方面。教师对课程课堂教学的设计是否合理

是决定性因素，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教师的个人素

质，例如教师的知识宽度、工作热情、教学资源应

用情况等。而学生是否配合教师完成预定的课程任

务也不可或缺。例如，教师课前布置了预习题目，

而学生没有按要求完成，则跟不上教师的节奏。学

生不配合完成预定的课程任务的原因很多，如忘记

了、没时间、没能力完成等，其反映的是学生对该

课程的兴趣及生源质量问题。 

课堂质量评价指标包括教学体验愉快感和知

识获取度。教学体验愉快感涉及教师和学生 2 个主

体，其中教师的愉快感来自学生对自己的肯定；学

生的教学体验愉快感来自于对本门课程的兴趣、获

取知识后的自我肯定、自己潜能的发掘与表现等。

知识获取度考查的是学生对本课程知识点的掌握

情况。影响上述课堂教学质量的因素包括：①教师

的讲课水平。讲课水平高低不仅与教师对教学内容

的把握程度有关，而且与教师对学生心理的了解程

度相关。②教学资源的合理应用。教学资源包括教

材与课外参考资料，如何高效应用这些资源服务教

学是影响有效教学的一个重要因素。③教学方法与

技能。教无定法是教学的最高境界，面临不同的教

学情境，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使得教学节奏

松弛有序，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④生源质量。

该因素对课堂教学具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学生质量

往往良莠不齐。⑤课程兴趣。学生对课程的兴趣浓

厚，就愿意学，往往学习投入也多，知识获取度和

教学体验感就高。相反，学生对本课程毫无兴趣，

就会产生抵制情绪，这类学生往往上课容易瞌睡、

溜号、做小动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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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质量评价指标包括教学教育影响度和学

生认可度。一般，教学教育对学生的影响包括能力、

情感、行为等综合素质的影响。学生认可度指学生

对课程教学对其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影响程度

的评价。 

3  教学质量持续改进策略 

3.1  教学质量教师自我评价 

在图 1 教学质量保障模型的指导下，设计了教

学质量教师自评表，见表 2。 

 

表 2  教学质量教师自评表 

评价 

目标 
评价指标 

等级 

(1-5 级)

影响因素 

知识宽度 s1 工作热情 s2 讲课水平 s3 教学资源 s4 教学技能与方法 s5 生源质量 s6 课程兴趣 s7

课前 

质量 

教学设计合理性 4 ● ●  ◎    

课前任务完成度 2 ◎ ● ○ ●  ● ● 

课堂 

质量 

教学体验愉快感 3 ◎ ● ● ● ● ● ● 

学生知识获取度 3 ◎ ● ● ● ● ◎ ● 

课后 

质量 

教育教学影响度 3 ● ● ● ● ● ● ● 

学生认可度 4 ● ● ● ● ● ● ● 

合计 19 39 57 41 53 39 42 45 

(注：●：相关性强；◎：相关性一般；○：相关性弱) 

 

设评价等级 wi 为 5 级，则课程质量评价总分值

W 为 6 个指标评分之和，即 

 
6

1
i

i

W w


  (1) 

其分值越高，教学质量越好，反之亦然。 

教师自评完个人教学质量后，需要进一步分析

评价指标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分为强、一

般、弱、无 4 个等级，每个影响因素与教学质量的

关联度定义为 

 
6

1
j j i

i

C s w


  (2) 

关联度值高，意味着该因素对课程教学质量影响程

度大，应继续加强。根据关联度总分即可发现改进

方向。 

针对《机械制图》和《计算机图形学及数字化

快速成型》2 门课程进行自我评价，见表 2。由表 2

可知，教学质量总评分 19 分，与此相关较强的是

工作热情、教学资源、课程兴趣等因素，因此，从

这几个角度给出了如下教学质量提升策略。 

3.2  教学质量的反馈改进 

3.2.1  精细化课程教学设计 

在目前的学时压缩、师生比小、学生学习兴趣

不高等现状下，为提高教学有效性，教师必须精心

设计教学，精简教学内容，突出重点和难点，精讲

的部分做到概念无盲点。以研究生课程《计算机图

形学及数字化快速成型》为例，该课程的前身是 40

学时的《计算机图形学》，在课时压缩为 16 学时后，

教研组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增删，保留了经典的基本

图形扫描转换算法、曲线曲面、图形变换、数字化

造型等内容，增加了数字化快速成型相关内容。该

课程的授课对象为机械工程专业研究生，由于研究

课题与本课程的相关程度有差异，为了最大程度发

挥本课程的作用，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以培养

研究生自主学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重

点，详细制定了教学设计方案。表 3 为其中绪论部

分的教学设计。在学生活动环节有针对性地布置了

4 项课外作业，分别为：①基本图形扫描转换算法

验证与再设计；②针对某一自由曲线曲面撰写研究

报告，以学术论文形式撰写；③应用熟悉的三维软

件构建课题相关的产品三维模型；④参考《计算机

图形学(OpenGL 版)》(第 3 版)第 224-227 页，设计

一个场景。图 2 为部分学生课外作业 1 和 4 的作品。

教学实践证明，课外作业的设置可有效地引导学生

自主查阅资料和解决问题，提高了学生参与度和学

习兴趣，在评阅学生课外作业时，发现大部分学生

在实验报告体会中表示有所收获。 

3.2.2  灵活多变的教学模式 

不同的课程、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教学情境下

应该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模式。课堂教学中，始终

坚持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中心思想，无

论采用什么方法，目的是在愉快宽松的氛围中掌握

知识。以《计算机图形学及数字化快速成型》课程

为例，在讲述不同内容时分别采用了前沿科研成果

展示引导、学生小组讨论、课堂在线测试等多种形

式，见表 4。同时，构建了在线测试试题库，如     

图 3 所示。 



   

162 工程图学 2020 年

 

 

 

表 3  《计算机图形学及数字化快速成型》课程教学设计举例 

课次 
教学内容分析与组织 

知识点 教学准备 教学内容及进程安排 教学模式 教学目标 学生活动 

1 绪论 

1. 了解课程

概况 

2. 掌握课程

基本术语 

3. 掌握实验

环境设置 

1. 多媒体课件与视频 

2. 在线测试题目 

3. VS2010 与 OpenGL 库

函数安装包 

4. 课下实验指导(文档) 

5. 案例 

1. 计算机图形学概述(50 min)

基本概念、发展简史、基本

研究内容(视频导入) 

计算机图形系统的功能与组成

2. 数字化快速成型技术概述

(20 min) 

基本概念及特点、发展历程、

基本研究内容 

3. 本课程的定位(5 min) 

4. 实验环境设置(25 min) 

教师讲授为主，操作演

示、提问互动、课堂在

线测试巩固等为辅 

测试重点 

图形系统组成、功能

快速成型基本概念 

操作演示：实验环境配置

激发学生对本

课程的兴趣 

了解本课程的

主要内容及

学习资源 

通过课下案例

培养研究生

自主学习和

解决问题的

能力 

1. 下载VS2010

和 OpenGL

函数库 (可

前往网络平

台的 “下载

中心”) 

2. 设置编程环

境，并编写

第一个程序

教学反思  

 

 

 
 

图 2  部分学生设计的作品 

 

3.2.3  构建师生利益共同体 

教学是一个师生互动的过程，如何激发学生学

习主动性是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关键。首先教师应

以身作则，认真、热情地对待课程和学生。其次关

注每一个学生，用爱心感召他们。现在的学生大都

是独生子，以自我为中心，表现欲强，教师的重视

和进行平等对话会给学生一个心理暗示，使其加大

学习投入。教师的行为一定要让学生感到师生不是

对立的，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表 4  教学模式举例 

教学内容 教学模式 

绪论 讲授、操作演示、在线测试相结合

基本图形扫描转换算法 讲授、小组讨论、在线测试相结合

自由曲线曲面 讲授、在线测试、提问 

图形变换 视频导入、讲授、课堂练习 

产品数字化造型 科研工作导入、讲授 

数字化快速成型的前处理 科学前沿导入、讲授、在线测试

数字化快速成型技术 科研成果展示、启发、提问、讨论

 

3.2.4  充分发挥模范示范作用 

学生质量往往良莠不齐，典型的带头示范作用

可以大大激发学生的课程兴趣和学习积极性。课堂

上或利用线上平台展示优秀学生作业，既是对优秀

作业学生的肯定，同时可以激励其他学生奋发向

上。图 4 为研究生课程《计算机图形学及数字化快

速成型》的网络平台，其中，学生作品栏目用于展

示历届优秀课程作业。通过这一方法，学生学习积

极性有了很大提高，优秀学生作业人数有明显上升

趋势。 
 
 

 
 

图 3  在线测试试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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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优秀作业展 

 

3.3  实践成效 

通过以上教学质量提升策略的实施，课堂安排

井然有序，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所提高，学生学习兴

趣的提升使得教师的工作热情明显高涨，课下积极

建设了试卷库、资源库、实验资源等。通过合理利

用网络教育平台丰富了教学模式，教师可以共享更

多的优质资源，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渠道和师生课

下交流机会。图 5 为 2017 和 2018 两级学生的期末

成绩统计结果，2018 级优秀率达到 28%，较 2017

级的 5%有明显提高。 
 

 
 

(a) 2017 级(62 人) 
 

 
 

(b) 2018 级(52 人) 
 

图 5  期末成绩比较 

4  结 束 语 

立足目前高等院校教学现状，探讨了课程教

学质量保障策略。基于有效教学理论构建了 2 层

递阶质量保障模型，为以教师和学生为教学主体

进行课程质量评价和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提供了

理论框架，该模型具有普遍适用性。结合笔者自

身教学改革实践经验，给出了几点教学质量保障

策略，并以研究生课程《计算机图形学及数字化

快速成型》的改革成效证明了该教学质量保障策

略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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