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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考核质量抽查专项活动工作报告

教务处 教学督导中心

课程考核质量专项抽查的内容包括试卷及课程过程性考核材料等。它关系到教

学质量的“出口”。该项工作旨在规范学校教学管理、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学改

革。2023-2024 学年第二学期末至 2024-2025学年第一学期第四周，教学单位和教

务处从院-校两个层面开展了课程考核质量抽查专项活动，并提交了自评和抽查报

告。教学督导中心对所有提交材料进行汇总、分析与数据挖掘，从教学单位自评、

校级抽查、主要问题及建议三部分内容形成本次活动的专项工作报告。

一、教学单位自评情况

学校《关于开展 2023-2024 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考核质量抽查的通知》要求：

各教学单位对 2023-2024(二) 教师课程考核材料进行自查，范围“包括平时及过程

性考核，覆盖相应学期所有任课教师数量的 30%以上、各类型课程”。按照要求，

11个教学单位进行了自查，现从授课教师抽查覆盖情况、过程性考核材料自查、

期末试卷自查、自查报告撰写质量四方面，对汇总进行反馈。

（一）教学单位授课教师抽查覆盖率

根据各教学单位自评报告反馈，抽查覆盖率均达到 30%，其中，有 7 个学院

为 100%。

（二）过程性考核材料自查

各教学单位共抽查课程考核方案 617份，课程考核分析报告 1262份，实践教

学设计书 187份，三类材料的全校平均抽查覆盖率均在 60%以上（2023-2024(2)全

校共开设各类课程共 531门）。 有 4 个教学单位（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电子与

信息工程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学前教育学院）的课程考核方案、课程考

核分析报告自查覆盖率为 100%；5个教学单位（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电子与信

息工程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实践教

学设计书自查覆盖率为 100%。

教师手册抽查 287本，覆盖率约 61.2%（全校应有教师手册 501本，实际收回

469本，主要原因是有教师跨学院上课）。

（三）期末试卷自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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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学单位自查报告数据显示，全校共抽查 584本，抽查覆盖率 91%。（该学

期，全校共有 699本试卷，）。而佐证《记录表》显示全校共抽查试卷 354本，

试卷抽查本数覆盖率在 95%以上有 4 个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康养与生物

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试卷抽查平均覆盖率为 54.52%。

（四）自查材料撰写质量

提交的自查报告显示，各教学单位对过程性考核方面的内容撰写详细，整体上，

对单位内所有专业、所有类型的课程的过程性考核材料进行了有计划的自查，提出

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和困惑：如“过程考核不够细化”、“考核评价缺乏客观的量

化标准”、“实践教学环节薄弱”等，以及下一步的工作改进思路。

其中，商务外语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按照学校要求，自评报告撰写全

面，涵盖了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试卷批改自查内容，进行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

析。

综合考虑教师抽查覆盖率、课程考核方案自查覆盖率、课程考核分析报告的

自查覆盖率、实践教学设计书自查覆盖率、试卷自查覆盖率及佐证显示覆盖率，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课程考核自查工作做的最好，其次是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二、校级抽查覆盖情况

在 2024-2025（1）学期前 4 周，教务处在对各教学单位抽查过的课程及教师

进行抽查的基础上，适当扩大抽查范围，对 11 个教学单位课程考核材料进行了抽

查，其中，教师方面，学校整体 26.47%的教师，各教学单位至少 13%的教师被抽查；

在材料抽查方面，校级共抽查材料 370份，其中课程考核方案 161份，覆盖率 26.09%；

课程考核分析报告 164份，覆盖率 13%；实践教学设计书 45 份，覆盖率 24.06%。

共抽查 134 本教师手册，整体覆盖率 27.18%。依据《大连职业技术学院课程考核

及成绩评定管理办法》以及《2023-2024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工作安排的通知》，校

级共抽查试卷 92 本、460 份，平均试卷本数抽查覆盖率 17.8%。

通过学校层面的抽查，及时发现教学单位自查存在的问题，确保教学质量监控

的全面性，表现出学校在教学监督和评估方面的严谨态度和对教育质量的持续关注，

有利地督促教学单位落实自查、整改工作。

抽查中发现的亮点：各教学单位绝大部分课程的考核方案和手册过程性记录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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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符合学校要求；手册记录规范，考核过程与方案相符；大多数课程能够按专业

进行考核分析，成绩分布合理。试卷批阅与上一轮检查相比，规范性和准确性有了

明显提升。

三、主要问题及建议

（一）教学单位自查材料

1.《自查报告》与过程性佐证记录数据不符

教学单位上交《课程考核抽查记录表》中发现有 3个教学单位（学前、基础、

智能）只对过程性考核检查进行了记录，未对试卷检查进行记录；部分教学单位

自查报告中抽查数据与记录表数据明显不符。

建议：

按照《通知》要求，对过程性考核、试卷两部分材料都要抽查，自查报告应规

范、细致、严谨，保证相关数据一致。

2.多数教学单位在自评报告中没有提及期末试卷批改自查情况

建议：

按照学校要求，保证自评报告内容完整，以便学校全面了解各教学单位课程考

核质量。

3.上交材料不规范，无部门盖章

个别教学单位（汽船、财经）提交的检查材料为 EXCEL 和 Word版本，未盖章。

建议：

材料留存和上交时应注意规范性。

（二）校级抽查——过程性材料

1.教师手册记录不规范

（1）出缺勤记录不清晰；

（2）作业布置次数不足四次；

（3）缺少教学日历；

（4）授课内容未填写；

（5）未放课程考核分析报告（电子版存在学院），需按要求附分析报告。

建议：根据《通知》要求，教学日历、课程考核方案、试卷分析报告需放入教

师手册，以后就为常态要求，各教学单位应抓好基础材料规范填写工作，可选取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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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规范的范本供教师参考。

2.课程考核方案，过程考核构成及标准过于笼统、用词不规范

建议：各教学单位组织教师认真学习《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汇编》内相关教学

文件，提升教师规范意识、质量标准意识，在日常教研活动时对相关内容进行学

习，研讨，帮助教师在撰写教学文件时使用职业教育规范的语言。

3.过程性考核形式不一致

建议：按照《教学档案管理办法》等文件，相关教学文件需要存档，由于课程

性质和课程内容的复杂性，目前学校不做统一要求，但是过程性记录各教学单位要

结合实际情况，要求教师做必要的留存。需要强调的是教师手册中要有与考核方

案相匹配的过程性考核记录，电子的需要打印，附到手册中。

4.个别教师课程考核分析报告成绩优良比例偏高

建议：按照《大连职业技术学院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管理办法》中规定，控制

成绩分配比例。

5.课程考核分析报告各项内容叙述不够详尽，无差异

建议：各教学单位应重视考试分析在质量管理中的作用，在今后的撰写中根据

学情和试卷的情况适当细化。

6.实践课只有教学安排表，没有教学设计书

建议：根据《大连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常规管理办法》《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实践

教学管理规定》《大连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档案管理办法》三个教学管理文件要求。

每门独立实训课程至少需要具备的实践教学文件包括: 集中实践教学标准(实践教

学方案)、集中实践教学设计书(指导书)和实践教学成绩考核方案、教学日历（教

学安排表）。

（二）校级抽查——期末试卷

1.批阅不规范

（1）批改标记不规范痕迹，正负分混合；

（2）题目分值标注，位置有误；

（3）卷面上改动痕迹明显；

（4）试卷批改涂改位置教师未签字；

（5）卷面上写了规定以外的词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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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学院内总分标准不统一：有的进一，有的舍去；

（7）答案上命题人、审题人没签字；

（8）参考答案题号有误；

（9）试卷袋填写修改不规范。

建议：

按照《大连职业技术学院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管理办法》，规范试卷批阅

及试卷管理环节:

（1）选择题全对不做标记；

（2）流水批卷，一本试卷内错误的标记方式应统一；

（3）大题全对的不需要做标记；

（4）部分对，错误的地方需要做划线、扣分等标记；

（5）试卷批阅应在指定位置上记录得分，每道大题前应注明该题得分；

（6）不该在试卷上存在的痕迹应擦干净；

（7）分数涂改处要有阅卷教师签名；

（8）试卷批阅不要写规定以外的词语；

（9）试卷最终得分，各教师小数点分数进位方式应统一；

（10）放入最终试卷袋的答案，命题人、审题人应签字；

（11）监考老师更改应附有相关部门红章，或者学院领导签字。

2.试卷答案评分标准不清晰

建议：按照《大连职业技术学院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管理办法》内“课程考核

质量评价标准”规定，“试卷的评分标准应科学、合理、规范，有参考答案”，建

议试卷答案评分标准尽量明晰，参考答案赋分点标注在具体位置。

本次课程考核质量抽查专项活动，促进了广大教师提升规范意识、标准意识，

压实了教学单位的质量管理主体责任，强化了我校教学质量管理闭环机制。后续，

学校将在试卷抽查制度化的基础上，建立起课程考核质量抽查的长效机制，实现

学校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