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围绕“建设优质课程、构建智能课堂”的目标，利用移动互联网技

术，对课程教学层面诊改进行了实践探索，其经验值得推广借鉴。

注重整体设计，逐级分解落实，构建“学校—二级学院—专业—课程”衔接贯通的诊改目标链。 学

校在编制“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的过程中采用“SWOT分析法”，形成“1个总规划+8个分规划”的

目标体系。二级学院根据学校规划制定分院的专业建设规划。专业建设团队根据二级学院的规划，通过

行业企业调研，把握产业发展态势，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开展专业对标分析，查找存在的问题，制

定各专业建设方案。课程团队紧扣专业建设方案，结合课程现有基础，制定课程建设方案。课程建设方

案体现发展思维，由建设基础、建设目标、建设内容与举措、建设预期成果等内容组成。

完善教学标准，基于成果导向的教育理念，构建“专业培养目标—课程教学目标—课堂教学目标”

衔接贯通的人才培养目标链。在修订专业教学标准时，调研多元利益主体需求，根据需求制定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确定学生毕业能力要求，细化分解为毕业能力要求指标点，依据指标点建构课程体系；在修订

课程标准时，由落到某门课程的毕业能力要求指标点确定课程目标，依据每个指标点，分解支撑课程目标

的知识、技能、素质目标，进而选择相应的教学内容并制定学生学习合格标准；在设计单元教学时，将课

程目标进一步细化分解为每个单元的教学目标，选择合适的项目、案例作为教学载体，设计系列教学活

动，使教学活动与学生学习目标相关联。课程标准体现底线思维，由课程信息、课程性质、课程目标及内

容、课程考核、实施要求与建议等内容组成，从公共基础课与专业核心课分层推进，最终实现全覆盖。

围绕学生课程学习目标的达成度、课程教学过程中学生参与度、教师课程教学投入度等主要质量指

标，自主研发服务课程层面诊改的智能化教学诊改平台“工程云课堂”，使“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在课程

诊改中落地生根。课前，教师通过平台进行备课，列出单元教学目标，组织单元教学内容，策划课堂教学

活动，将活动与学生学习目标相关联。课中，教师运用平台“激活”每一个教学环节，上课前预热调查，了

解学生的预习情况，实施针对性培养。课后，教师通过平台及时与学生沟通，对学生尚未完全掌握的内容

进行辅导答疑，及时批阅学生提交的在线作业，而系统则自动记录学生作业提交、教师辅导答疑和作业

批阅等情况，实现对学生学习目标达成度的过程监测。同时，将教师课堂教学报告推送给授课教师，反

馈学生考勤、学习目标达成度、学生对课堂的满意度等情况。而教师则根据报告对自身教学方法、手段、

重难点的把握进行诊断和改进，帮助教师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根据课程建设方案和智能化教学诊改平台提供的数据，参考学生学习状态、

教师教学状态、学生学习达标率、课程测评等方面指标，提炼形成学校层面课程质量诊断要点，依托大

数据进行分析排名，适时开展考核诊断，由此落实了“教是为学服务”的理念，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

教学新模式，实现高职教育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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