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经济导刊 20 1 6
.

33 期 产学研理论与实践

基于网络微课程的高效课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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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讨论高职院校 目前课堂评价体系的现状开始
,

通过结合信息发展现状
、

高校实际情况来
进行多方面进行探讨

,

确立 了
“
以学生为 中心

”

基于微课程的发展性课堂评价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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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献规定
,

高职教育主要是培养面向一线的高

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

因此
,

高职院校的考核及评价体

系应该以学生在技能学习过程中的学习过程
、

技能掌握
、

学习能力等多方面来综合考虑
,

将
“

评人
” 、 “

评课
”

和
“

评学
”

相结合
,

突破传统的评价体系
,

重构教学质

量标准
,

构建
“

以人为本
”

的技能性发展教学评价指标

体系
。

在互联网 + 的时代
,

微课程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

认可并大力推广
,

可从走访的几所学校来看
,

微课程有

开发
,

但没有真正应用到课堂上
,

更别说针对于微课程

的高效课堂考核体系的建立
,

考核还是沿用的原来那一

套
。

1 目前存在的问题
1

.

1课堂培养目标不明确

高职有其特殊的性质
,

不能与本科教育一视同仁
。

在培养目标上
,

我们

应该更加突出其在掌握一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
,

具

备较强的实践能力
,

以有适应生产与管理第一线的高技

能型人才为目的
,

所有的教学活动都应该围绕此 目标而

展开
。

1
.

2 评价模式单一

大学与中学教育不同
,

成绩不再是考核学生的唯一

标准
,

同时由于个体发展不同
,

考核标准也应该有所变

化
。

但从目前的考核模式看
,

所有学生的考核还是以考

勤 + 平时成绩 + 期末成绩为主
,

其中期末成绩比重最大
。

如果我们的评价体系脱离了学生的学习活动而定
,

这都

是不合理
、

不科学
、

也不会被认可的
。

1
.

3 没有突出高职的
“

实践性
”

特点

作为一线人才的孵化机
,

对于操作的部分应该多
,

理论的部分少
,

这也是区别于本科院校的标志
。

但是
,

目前有些院校由于财力
、

人力等问题
,

对于
“

职业性
”

并没有突出
,

有的理论多于实践
,

有的实践设备不够
,

这都是不行的
,

学生不动手哪来的实践
,

哪来的经验
。

更别说现场演示
、

现场测试等考核标准的实施了
。

2 课堂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随着社会的发展

,

我们的一线工人必须是懂技术
、

会学习
、

基本工扎实的新时代新职业人
。

微课程的出现
,

弥补了学生课前课后无人辅导的学习短板
。

因此
,

在设

计新的课程评价指标时
,

我们要结合新时代新事物和高

职院校等实际情况
,

放开眼界
。

因此
,

以计算软件专业

为例
,

在设计基于微课程的高效课堂评价指标体系大致

遵循以下的原则
:

2
.

1 设计微课程
,

突出工学结合

计算机软件专业无论从操作性
、

实践性
,

还是逻辑

分析能力需求来讲
,

要求都很高
。

高职学生普通学习能

力不强
,

因此
,

在课堂上真正弄懂的人不多
,

如果所有

的问题堆积在那里
,

会严重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

设

计一款能满足学生能在课前课后预习和复习的微课程就

显得尤其重要
。

微课程短
、

精
、

透
,

并且可以随时随地学习
。

老师

录制好视频
,

学生在课作时间可以根据自己的盲点来进

行选择性的观看
、

练习
。

在观看过程中
,

老师可以设置

相应的小测试
、

小项目等
,

既提高了学生的观看注意力
,

也起到了很好的考查效果
。

2
.

2 提高互动频率
,

让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

课堂教学
,

是一个学与教的过程
。

有了微课程
,

老

师可以提交将教学资料 (讲义
、

习题等 ) 发与学生
,

让

其提前预习
。

上课时只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讲解
,

然后针对此堂课的知识点
,

设计项目反复练习
,

讲授时

间减少
,

练习时间增多
,

通过与学生频繁互动
,

及时解

决他们的问题
,

课堂效果会更好
。

2
.

3 课堂内容设计合理

软件专业是一个信息更新快
、

知识量暴增的专业
,

我们不可以将会学生所有知识和技能
。

但万变不离其宗
,

把最核心的东西将与他
,

课余时间再加以正确的指导与

鼓励
,

让学生紧跟行业形态
。

因此
,

课程内容就选择最

核心的骨架子
,

课外补充其肉和血
,

让整个体系丰满起

来
。

课堂评价作为课堂教学活动的有机组成
,

对改进学

生学习和教师教学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

课堂评

价终究是一种检点教学的成败
、

改进教学实践的活动
。

高职教育的课堂评价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

学生个体差异
、

课程差异等
,

都是影响其建立的因素
,

需要在实践 + 经

验的基础上不断加以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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