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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20 年春季，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对高
校的正常开学和课堂教学造成的影响，教育部印发了《关
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
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鼓励高校依托各级各类在线课程平
台、校内网络学习空间等，积极开展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
等在线教学活动，保证疫情防控期间教学进度和教学质
量，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1]。

然而，在疫情防控时期，教师的授课环境和学生的学
习环境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原先的“传统课堂”或“线上+
线下”混合式课堂变成了“完全线上课堂”[2]。“学情巨变”，
一方面导致教师难以实时地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监
督与纠错出现“滞后”的现象[3]；另一方面，松散的学习环境
和“碎片化”的学习方式导致了学生的学习注意力难以集
中，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打折扣[4]。因此，在疫情期间，
如何对线上教学效果进行评价，促进“线上学习”与线下课
堂教学质量实质等效是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针对上述问题和挑战，本文以《汽车运用工程》为例，
讨论完全线上课程的考核方法，以期为后疫情时代的远程
线上教学考核研究提供借鉴。

1 《汽车运用工程》课程特点和线上教学模式

《汽车运用工程》是河南农业大学交通运输专业和汽
车服务工程专业的专业核心课，开设在第 6 学期，40 个学
时，2.5 学分。它向同学们讲授：在汽车的整个使用过程中，
如何能够充分发挥汽车良好的技术状态，获得最佳的运输
效益，是一门将专业理论与实践技能融于一体的课程[5]。课
程内容涉及到：汽车运用基础、汽车主要使用性能、汽车运
行材料及合理使用、汽车在特殊条件下的使用、汽车技术
管理、电动汽车运用技术等。课程中的知识点与实际的运
输生产密切相关，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同时，课程还涉及众
多标准，如：《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GB27999-2019）
等。由此可见，课程内容具有覆盖面广、更新快、与实际应
用结合的知识点不易理解等特点。

根据该课程特点，在疫情期间采用了“SPOC+腾讯会
议”教学模式进行在线教学，为了提高线上教学质量，提高
线上教学成效，实施“教学 7 步骤+学习 7 步骤”的交互式
教学过程。

线上教学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 7 步骤：①确定课程目
标。课程的教学目标可分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
标。具体来讲，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们掌握保持汽
车良好技术状态的综合管理技术，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社会责任
感和职业素质；②根据课程内容难易程度，布置学习任务；
根据课程内容难易，分别采用直播、讨论、学术报告三种课
程设计，并布置有关课程的课前学习任务；③整合并发布
线上教学资源，如，微课视频、课件、学习笔记、习题库、作
业、测验和试题；④通过“大学生慕课网”监管学生的学习
情况，如视频观看个数和时长、作业完成情况等；⑤在线答
疑、交流讨论。通过答疑讨论区和微信群进行课程的在线
答疑，课后的讨论等；⑥在线考核。基于“大学生慕课网”平
台，实现课程的随堂测试、单元测试、期中和期末考核；⑦
根据学生的考核结果分析教学设计中的不足，反馈教学，
达到持续改进的目的。

学生的线上学习过程也可以概括为以下 7 步骤：①根
据课前发布的学习任务，查阅相关资料；②通过发布的
微课视频、课件、学习笔记等，完成在线学习；③完成发
布的教学测试；④积极参与线上互动讨论；⑤根据不同
的课程设置，完成微情境体验活动；⑥完成线上考核；⑦
评价反馈。

2 《汽车运用工程》线上课程考核方法

合理科学的线上课程考核方法是保证线上教学效果
的重要手段。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在学习环境和课堂形式
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以往的“线上+线下”混合式课
程考核方法已经不适用于疫情期间的线上课程考核方法。
因此，疫情期间的线上课程考核方法制定应该具有明确的
评价目标、合理的评价内容、全面的评价主体和科学的评
价标准。

2.1 明确课程目标
在《汽车运用工程》线上教学中，其教学目标是通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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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运用和管理汽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
技能，为成为合格的汽车运输企业汽车技术运用与管理的
专业技术人才打下坚实的、必备的基础。同时，使同学们能
够熟悉和掌握汽车运用过程中的一些常见技术方法、仪器
设备的使用，并了解有关的管理规程和实施程序，达到会
解决生产实际中常见技术问题、进行常规技术检验、实施
车辆运行生产的技术管理组织的目的。此外，还要培养学
生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针对《汽车运用
工程》的课程目标，对于考核评价需要考虑多元化的评价
目标。

2.2 确定评价内容
传统的“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往往将线下笔试成绩

和线上考核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方式。然而，对于疫情期
间的完全线上课程，仅仅以线上考核成绩作为评价学生学
习的方式，已经无法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同时，也难
以有效的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课程不仅选择了
用于评价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的评价内容，还选
择了能够用于评价学习课前准备、学习参与度、沟通表达
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评价内容。针对教
师线上教学过程和学生线上学习过程，《汽车运用工程》
课程设置了“课堂签到、单元测验、在线作业和报告、课程
讨论、期中/期末考试、团队互评”等多方位、多角度的考核
方法。该考核方法既注重了平时环节的考察，还注重学习
过程的考核。

2.3 确立评价主体
传统的“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的评价主体主要是主

讲老师。在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主讲教师难以把握学生
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效果。如果仅仅以线上的考试、作业等
成绩作为评价内容无法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能力，沟通能
力和创新能力。因此，《汽车运用工程》课程开展学生自评
和学生互评。在学生自评阶段，由学生自己对课程学习过
程中的自觉度、参与度、专注度等多个方面进行评价。这个
过程能够使学习思考自己学习过程中的不足。在学生互评
阶段，主要由各个学习小组组长对成员的学习表现进行打
分。该分数主要体现了小组成员在话题讨论和学术报告过
程中的学习态度和学术贡献。本课程重新确立了评价主
体，将主讲教师、学生本人和小组组长三个角度进行考核
评价。

2.4 制定评价标准
《汽车运用工程》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在线上教

学过程中，不仅需要注重理论教学，还要强调实践教学，注
重提高学生知识应用技能。因此，在课程的评价标准制定
方面，还需要考虑课外实践。然而，在疫情期间的线上课
程，难以满足课外实践的环境要求。因此，本门课程在原有
的实践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创新，将一个整套
的实验实习方案分解为若干个课堂实验。通过这种“分散
化”的实践教学方法，达到其教学目的。

3 《汽车运用工程》线上课程考核方法应用效果

采用多元化的线上课程评价方法不仅改进了传统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评价方法的不足，取得了理想的
评价效果。

3.1 保证了课程考核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多元化的线上课程评价方法采用教师、学位本人，小
组组长等不同评价主体，从多个角度考察、评价学生的学
习效果，能够有效的避免单方面评价主体主导评价的现
象[6]。同时，制定的评分标准和评分规范也能够有效的指导
各个评价主体的考核。本课程设置“单元测验（25%）+在线
作业和报告（15%）+课程讨论（10%）+小组互评（5%）+学生
自评（5%）+期中/期末考试（40%）”课程的考核方式。通过
向选课的 110 位学生进行调查，其中，110 名学生认为该
评价方法能够客观、公正、真实的反映课程成绩。同时，其
中有 103 名学生任务各个评价方式所占比例也能够较为
真实的反映出各自的学习情况，有 5 名学生认为可以提高
期中/期末考试成绩所占比例，有 1 名学生认为可以提高
学生自评成绩所占比例，还有 2 名学生认为可以提高小组
互评成绩所占比例。

3.2 提高了线上课程教学效果，培养了学生的学习
能力
《汽车运用工程》的多元化考核方法能够更加全面、客

观了解教学情况和学习情况，考核结果也能够很好的发挥
其反馈作用。主讲老师根据反馈意见再次指导课程实施，
进一步促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设计中的不足，对提
高教学效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多元化的考核方
法能够有效引导学生培养自己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团
队协作能力。根据大学生慕课网统计，本学期的课程教学
视频观看率 99%，文档下载率 98%，随堂测验参与率
99%，讨论参与率 93%，考试优秀率 84.5%，合格率 98.1%

（较往年线下合格率提高了 23.7%）。学生们受益匪浅，对
该课程给出了较高的评价，满意度 100%。

由此可见，《汽车运用工程》课程通过学生参与度、综
合成绩和学生评价三个方面反馈。并将改革成效的反馈结
果再次指导课程实施，形成良性循环。

4 结语

针对疫情防控期间“教”与“学”行为时空分离而引
发的课程考核难的问题，本文以《汽车运用工程》线上课
程考核为例进行研究。分析了课程的特点和教学目的，
制定了课程线上教学的教学步骤。基于实施的教学步
骤，通过明确课程目标、确定评价内容、确立评价主体和
制定评价标准等手段，制定了该课程的多元化考核方
法。从实际应用效果来看，该方法通过学生参与度、综合
成绩和学生评价三个方面，能够客观、准确的评价学生
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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