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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研究生课程评估的通知 

 

各学院（研究院）：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

要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建立规范的课程审查评估机制，健

全研究生教育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根据校党委、校行政对加

强研究生课程质量和完善自我评估制度的要求，结合学校

“双一流”建设、学科评估等工作部署，经研究决定于 2017

年开始对全校学术型研究生课程质量开展内部评估。现将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课程评估的目的 

通过课程评估全面了解我校研究生课程教学的现状，以

提升教学质量为目标，总结各单位在课程建设方面的成功经

验，宣传推广优秀教学案例，同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做出相

应改进，为课程建设和进一步完善培养方案提供依据。 

二、课程评估的范围 

课程评估应与培养方案的阶段性检查紧密结合在一起，

每三年进行一轮。除校外专家开设课程之外，凡列入研究生

培养方案（自 2014 级培养方案算起）且已开设的研究生课

程每三年必须接受一次评估。根据上述计划安排，2017 年研

究生院先行组织对一级学科必修课开展试评估，以后逐步将

评估范围扩大到所有研究生必修课。选修课由学院决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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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评估。 

三、课程评估的组织 

学校将成立课程评估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协调和组织课

程评估。各培养单位以学院（研究院）为单位，由分管研究

生教学工作领导牵头成立研究生课程评估工作小组，负责组

织学院层面自评工作。学校将组织课程评估专家组，开展学

校层面的课程评估。 

学院研究生课程评估工作小组成员人数应不少于 5 人，

人员组成建议包括：分管研究生教学工作的领导、（研究生）

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学科领域资深教授、教师代表、研究

生代表，鼓励有条件的单位聘请校外学科领域专家参与课程

评估。课程评估工作小组成员名单应报研究生院备案。 

四、课程评估的重点 

本次课程评估重点包括：1.课程大纲设计是否符合培养

方案规定的培养目标要求；2.课程教学内容是否体现学科发

展前沿和研究深度，是否满足学生获取系统扎实专业知识，

提升科研创新能力等方面要求；3.课程的组织形式、教学方

法和考核方式是否恰当有效；4.课程教学成效是否达到预期

的教学目标；5.学院的课程管理是否规范，是否建立起教学

质量的持续改进机制；6.教学条件是否支撑课程教学要求。

各学院可根据相关学科的特点,确定本次课程评估的重点。 

五、课程评估的形式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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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课程评估采用学院自评和学校评估相结合。 

（一）学院自评 

学院自评采取同行专家听课、学生座谈会、问卷调查以

及查阅相关课程档案等形式收集资料，由研究生课程评估工

作小组给出综合评价报告。 

1.组织专家听课。各学院组织专家对本学期接受评估的

课程随机听课一次，并填写听课记录表（见附件 1），听课专

家人数不少于 2 人。研究生院同时派代表和督导组成员参加

听课，但不参与评分。如多位教师共同授课，专家听课应尽

可能覆盖每位任课教师。 

2.组织学生访谈。由课程评估工作小组派出代表随机抽

选修课学生进行访谈，参加访谈学生的人数应有一定比例，

能全面客观地反映课程教学实际情况。研究生院提供学生访

谈参考提纲（见附件 2），各单位在组织学生访谈时，应做好

录音和详细记录。 

3.开展问卷调查。研究生院将在学期末组织开展随堂的

课程教学问卷调查（见附件 3）。每学期的问卷调查结束后，

研究生院对各门参评课程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统计汇总，将

结果反馈给各培养单位。 

4.查阅档案材料。任课教师应提供课程教学大纲、课程

考试要求和评分标准、学生作业或考卷（提供每个成绩区间

的样本即可）等相关材料作为课程教学质量的佐证。鼓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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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使用厦门大学网络教学平台（http://l.xmu.edu.cn/）辅助授

课，凡使用网络平台授课的教师可免于提交已经上传至平台

的课程材料。课程教学大纲有统一的内容格式要求（范本见

附件 4），任课教师应在开学后的两周之内将课程大纲发给学

生参考，并上传至研究生院管理平台（http://yjsy.xmu.edu.cn/）。 

5.课程综合评价。在完成上述评估工作环节的基础上，

各学院课程评估工作小组参考《研究生课程综合评价参考指

标》（见附件 5）对各门课程教学情况进行综合评价打分，给

予“优秀”、“良好”或“有较大不足需要改进”的结果判断，

并针对每门课程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在各培养单位完成上述课程自评基础上，各单位应向研

究生院提供如下自评材料： 

1.课程评估总结报告。报告内容包括：（1）评估组织机

构构成；（2）评估内容和形式；（3）课程教学总体情况和评

估结果统计；（4）取得的成绩和典型经验；（5）存在的问题；

（6）列表提供各门课程的评估结果与改进建议。 

2.课程自评支撑材料。材料包括：（1）专家听课记录；

（2）学生座谈录音和文字记录；（3）课程教学大纲；（4）

学生作业或考卷范本（含课程考试要求和评分标准）。 

（二）学校评估 

在学院自评的基础上，研究生院将组织校内外专家（以

校外专家为主），按照不低于 20%的比例抽取部分课程进行学



5 
 

校评估，重点检查经学院自评为“优秀”及“需要改进”的

课程。鼓励任课教师自愿参加学校组织的评估。 

评估形式将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通讯评审和现场考察相

结合的方法，按照《研究生课程综合评价参考指标》进行综

合评价。在院校两级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学校将按一定比例

评选出一批优秀的研究生课程。课程评估情况将计入学院的

年度绩效考核。 

每一阶段的课程评估结束后，各单位应将评估结果及时

反馈给一级学科培养指导委员会和课程任课教师，为进一步

完善培养方案和改进课程教学提供重要参考。学校将组织开

展相应的经验交流活动，表彰在课程教学中取得突出成绩的

教师，并将优秀教学案例做适当形式的推广。根据评估结果，

研究生院还将加大对教师参与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激励

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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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吴老师  2181497  yjsy3@xmu.edu.cn 

 

附件： 

1. 研究生课程听课记录表 

2. 研究生访谈参考提纲 

3. 研究生课程教学问卷调查表 

4. 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的范本 

5. 研究生课程综合评价参考指标 

 

 

厦门大学研究生院 

2017 年 4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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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厦门大学研究生课程访谈参考提纲 

“课程教学评价”是研究生院对研究生课程进行评估的一项指定

活动，学生反馈将作为评价任课教师教学表现的重要依据之一，研究

生院将根据评价结果督促教师提升教学质量、完善教学设计。根据课

程评估要求，除了收集学生评课的问卷，也需要由各学院（研究院）

的课程评估工作小组对修课学生进行座谈或个别访谈。具体形式和内

容由评估工作小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以下访谈提纲供参考，应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问题。 

1. 本课程的知识结构体系如何，对自身研究有何帮助，对哪些能

力的提升有帮助？ 

2. 课程的深度（挑战性）如何？在学习时遇到什么困难（外在的

或自身的）？如何解决困难？ 

3. 举例说明任课教师的教学表现和教学效果如何。教师是否注重

研究方法的训练，是否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诚信意识和学习态

度，如何体现？ 

4. 举例说明本课程的优点，以及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附件 3 

厦门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问卷调查 

“课程教学评价”是研究生院对研究生课程进行评估的一项指定活动，学生

评课的结果将作为评价任课教师教学表现的重要依据之一，研究生院将根据评教

结果敦促教师提升教学质量、完善教学设计。评价针对课程，如果该课程有多位

任课教师，则综合评价课程的整体情况，可以在开放问题中对每位任课教师的表

现进行单独描述。每位学生的评价非常重要，并且是匿名进行的，请你认真和如

实作答。 

院系： 

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类别：□ 硕士    □ 博士 

年级：□ 一年级    □ 二年级    □ 三年级    □ 四年级 

性别：□ 女      □ 男 

除上课时间外，每周花在这门课程上的时间大约是（小时）： 

□0-3.0   □3.1-6.0   □6.1-9.0   □9.1-12.0   □12.0+ 

预期得到的成绩：□≥90 分 □80-89 分 □70-79 分 □60-69 分 □60 分以下 

 
请根据你修此门课程的经验，选择你对以下表述的认同程度： 

非常不同意      非常同意 
 我认为本课程…… 1    2    3    4    5  

1 任课教师（教学态度、教学水平）  

1.1 教学态度认真，投入了相当的精力  ○   ○   ○   ○   ○       

1.2 学术造诣高，能引导学生进入研究前沿  ○   ○   ○   ○   ○       

1.3 教学经验丰富，能启发学生进行深入思考  ○   ○   ○   ○   ○       

1.4 表达清晰  ○   ○   ○   ○   ○

2 教学过程（教学设计、教学方式）  

2.1 目标清晰，对学生学习要求明确  ○   ○   ○   ○   ○       

2.2 内容丰富，有系统性  ○   ○   ○   ○   ○       

2.3 内容深度适宜  ○   ○   ○   ○   ○       

 如以上选择为 1、2 或 3，请说明我认为课程内容   ○太深       ○太浅 

2.4 教学方法运用得当  ○   ○   ○   ○   ○       

2.5 能有效应用教育技术如网络课程平台提升教学效果  ○   ○   ○   ○   ○       



2.6 能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引导学生主动学习  ○   ○   ○   ○   ○       

2.7 推荐的参考书目/文献很有用  ○   ○   ○   ○   ○       

3 教学效果  

3.1 评价学生课业成绩的方式恰当  ○   ○   ○   ○   ○       

3.2 布置的作业分量合适  ○   ○   ○   ○   ○       

 如以上选择为 1、2 或 3，请说明我认为作业分量    ○太重     ○太轻 

3.3 通过课程学习，我很好地掌握了相关知识  ○   ○   ○   ○   ○       

3.4 通过课程学习，我发现、提出问题的能力获得了提升  ○   ○   ○   ○   ○       

3.5 通过课程学习，我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获得了提升  ○   ○   ○   ○   ○       

3.6 通过课程学习，我对研究方法的运用能力有所提升 ○   ○   ○   ○   ○ 

3.7 总体而言，本课程富于启发性/挑战性  ○   ○   ○   ○   ○       

3.8 总体而言，我对本课程感到满意  ○   ○   ○   ○   ○       

3.9 总体而言，我对教师的教学表现感到满意  ○   ○   ○   ○   ○       

4 学习兴趣与资源支持  

4.1 教师能够引领我对本课程兴趣的发展  ○   ○   ○   ○   ○       

4.2 我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源支持对本课程的学习  ○   ○   ○   ○   ○       

4.3 课程助教能够有效地帮助我对本课程的学习（如有） ○   ○   ○   ○   ○ 

 

以下问题以文字表述开放作答。 

5.1  我认为本课程有以下可取之处： 

 

 

 

 

 

 

 

5.2  我认为本课程有以下需要改进的地方： 

 

 

 

 

 

 

 

5.3  我修习本课程存在以下困难： 

 

 

 

 

 

 

 

End. 感谢你的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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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厦门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范本 

开课学院/研究院  授课学期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课程编码  面向对象  

先修课程或 

预备知识要求 
 

课程学科分类 □一级学科课程       □二级学科课程       □研究方向课程 

课程内容分类 

（可多选） 

□理论讲授类   □实验类  □实务或实践类   □研究方法类   □研讨类   

□文献类       □其他                      （请注明） 

总学分/总学时  实践（含实验）学时  

任课教师  联系方式  

助教  联系方式  

中文课程简介 

(Course 

description in 

Chinese) 

对此门课程要达到的教学目标的描述和分析，体现教师的教学理念。300-500

字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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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简介 

(

(Course descripDC 
English)MC 
/P 79.28 94.68 290.16 re
W n
BT
/CS0 CS 0  SCN
0.302 w 
/TT1 1 Tf
2 Tr 10.56 -0 0 10.56 100.5610134.5Tm585.4EMC 
/P <</MCQ CS 0D 3 >>BDC 4/CS0 cs 0
2 Tr 10. 0 10.56 100.56101666 Tm750Tj
E(DMC 
[(escri)11.4(be)11.3( )]TJ64/TT )Tj
-2[(the)11.4( )]TJ6-W n856 w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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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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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资源

(Learning 

Resources) 

包括教材、参考书、参考文献，以及其他获取课程学习资源的途径等。 

 

 

 

 

 



附件 5 

厦门大学研究生课程评估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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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分说明：评估结果采用 likert 量表计分，5 分表示非常符合左侧的内容表述，4 分表

示比较符合，3 分表示一般，2 分表示比较不符合，1 分表示非常不符合。其中学生课程教

学评价的结果一项得分根据问卷结果填写，总评在 90 分及以上的对应 5 分，80-89 分的 4

分，70-79 分的 3 分，60-69 分的 2 分，60 分以下的 1 分。 

2. 总评结果：90 分（含）以上为优秀，75 分（含）以上、90 分以下为良好，75 分以下为

限期整改，须提交反思和改进计划。 

3. 如果一门课程有多位任课教师，对整体课程进行打分，每一位任课教师的表现可单独进

行说明，院课程评估小组和校评估专家组对课程提出总体评价意见和建议。针对需要改进

的课程，须单独与任课教师沟通，请任课教师提供反思和改进计划。 

4. 提交的课程档案仅为接受评估的学期该门课程的相关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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