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北大学文件  
 

 

校教〔2024〕7 号 

关于印发《中北大学本科课程教学大纲 

管理办法》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中北大学本科课程教学大纲管理办法》经 2024 年 7 月 11

日第 13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北大学 

                               2024 年 8 月 1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中北大学本科课程教学大纲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课程建设，规范课程管理，响应全面推

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新形势，提升强化劳育美育培养新要求，确

保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学大纲是指导教学工作，规范教学行为的纲领性文

件，是培养方案的具体体现和落实，是选编教材、评估教学质量

的准则，是落实课程目标和专业培养目标的指导性文件，是开展

教学改革和进行课程建设的重要成果。 

第三条 培养方案中每门课程均应具有相应的教学大纲，无教

学大纲的课程不得开课，每轮培养方案修订应同步更新教学大纲。 

第二章 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第四条 课程教学大纲的制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人才培养中心地

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落实以学生为本、成果导向、持续

改进的育人理念，强化课程思政、完善体育劳育美育，加强教学

方式方法改革，进一步明确课程目标及其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

作用，规范课程教学大纲的制订、修订、管理等各项工作，充分

发挥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第五条 制订教学大纲的基本原则是： 

1.立德树人，明确课程思政育人功能 

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挖掘课程中的德育、美育元素，

注重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课程教学始终，注重知识传授、能力培

养与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培育的协调发展。做到课课有思政，人

人讲育人，关注学生价值观、事业观、道德伦理、科学思维的培

养。 

2.明确目标，确保教学内容与时俱进 

修订教学大纲首先要明确该课程在整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

的地位和作用，确定学生通过学习该门课程应达到的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新时期课程教学大纲要体现“四新”（新

医科、新工科、新文科、新农科）、“四性”（时代性、先进性、

前沿性、科学性）、“四融”（科教、产学、学科交叉、理论与

实践），做到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相契合。 

3.两性一度，科学优化课程内容 

课程要坚持提升高阶性、突出创新性、增加挑战度的建设导

向。课程目标坚持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

课程内容强调广度和深度。教学内容体现前沿性与时代性，教学

方法体现先进性与互动性。课程的设计要增加研究性、创新性、

综合性等内容，加大学生学习投入，科学“增负”，严格考核考

试评价，增强学生经过刻苦学习收获能力和素质提高的成就感。 

4.科学评价，有效融入 OBE 教育理念 



根据课程性质和学科特点，采取过程性评价考核方式，设置

多元化的评价指标，合理分配成绩比例。将 OBE 教育理念应用于

学业评价中，加强学业考核深度和综合性，明确过程性评价的方

式、评价标准及所占比例，鼓励必修课设定期中考试环节，部分

课程试点月考。基础课有作业，专业核心课有小论文作业、课程

设计、文献综述、口头报告等教学和考核环节。 

5.优选教学资源，鼓励开展混合式教学 

优先选用最新的省级、国家级规划教材、获奖的省部级精品

教材或学校自编特色教材，有“马工程”教材的要根据规定选用

“马工程”教材。充分挖掘国内外优质在线教学资源，充实学生

多元学习需求，充分利用校内外教学平台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 

第三章 大纲内容与制订要求 

第六条 课程教学大纲的基本内容包括：课程基本信息、课程

性质与任务、课程内容、思政融入点、学时分配及对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支撑、课程开设的实验项目、达成课程目标的途径和措施、

考核方式、评价标准、参考书目及学习资料等，具体详见《中北

大学本科课程教学大纲模板》（附件 1） 

第七条 教育部统一规定教学大纲的课程，应按照统一的大纲

执行。所有使用马工程教材的课程，其教学大纲应按照马工程教

材的内容进行制订。其他课程的教学大纲应参考教育部各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意见。 



第八条 课程教学大纲应力求文字严谨、语言简明扼要、名词

术语规范。课程名称等基本信息要与培养方案保持一致。名称相

同但课程代码不同的课程应分别制订相应的教学大纲。 

第九条 课程教学大纲的格式应尽量保持规范统一，认证专业

可根据认证需求对教学大纲略作改动。 

第十条 全校性通识教育、学科基础等跨院系课程，由开课单

位负责编制教学大纲。相关专业学院可与开课学院研讨开课内容，

协同制订教学大纲。 

第十一条 课程教学大纲制订程序为：课程负责人或课程教师

团队编制教学大纲，经专业负责人或系主任初审，学院教学指导

委员审核，教学副院长核定签章后，报教务部备案。教务部负责

编制成册。 

第四章 教学大纲的管理 

第十二条 课程教学大纲由教务部、开课单位共同管理。教务

部负责课程教学大纲的组织制订或修订、编制、协调等工作；开

课单位负责所开课程教学大纲的具体制订或修订，向新任课教师

就教学大纲内容进行解释或培训，对任课教师执行教学大纲的情

况进行检查等工作。 

第十三条 每门课程在开课前均须制订完备的教学大纲。课程

教学大纲应做到任课教师人手一份，教师在上课前应及时熟悉、

掌握教学大纲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按照教学大纲合理安排教学进

度和教学内容，选择教材，开展教学活动，组织考核，实现课程



目标。 

第十四条 为保证课程教学的连续性、稳定性，教学大纲一经

批准后须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改动。凡课程内容有较大变动、学

时学分有调整的，必须重新修订教学大纲。在课程教学大纲执行

过程中，允许根据学科的发展变化对教学大纲做适当调整，调整

后的课程教学大纲需由开课单位提出申请，教务部审批、备案后

方可生效。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教务部负责解释。 

 

 

 

 

 

 

 

 

 

 

 

中北大学办公室                         2024 年 8 月 14 日印发 

 



 附件 

《********》课程教学大纲 （4 号黑体） 

页面格式要求： 

1. 纸张大小 A4 纸。 

2. 页边距：上：2cm 下：2cm 左：2.5cm，右：2cm。 

3. 整篇段落格式设定为 1.5 倍行距（表内文字为单倍行距）。 

4. 整篇红色字体为 5 号黑体，其余未特别说明的均为 5 号宋体（表内文字为小 5），数字和英文为 Time New Roman。 

5. 编写完后将蓝色字体删除，其它所有字体设置为黑色。 

 

一、课程基本信息（示例） 

制定人：                                教学基层组织审核人： 

开课学院：                              开课学院审核人： 

课程名称（中文）： 

课程名称（英文）：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适用层次（本科）： 

适用专业：                              计划学分： 

计划学时（周数）：                       讲课学时：       实验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一、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 

1、课程性质与任务（需说明课程对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 

 

2、课程目标 

（说明：课程目标的核心是要明确学生通过本课程或实践环节的学习，可获得怎样的知识和能力，

能够支撑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哪些毕业要求，并写出支撑的毕业要求观测点；同一课程号的课程应该具有

统一的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支撑毕业要求观测点 1-2）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观测点 2-2） 

......... 



 

示例：化学反应工程---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能够运用数学、物理、物化和化工原理知识表达反应工程问题，建立反应器和传递过

程的数学模型，并正确求解。（支撑毕业要求观测点 1-2） 

课程目标 2： 能运用反应工程的工程思维方法，判断反应器变量对评价指标的影响，提出优化的

解决方案。（支撑毕业要求观测点 2-2） 

课程目标 3：能够针对反应过程的特性，确定反应器选型和操作条件，进行工业反应器的设计优化。

（支撑毕业要求观测点 3-1） 

课程目标 4：能设计并实施与化学反应工程相关的热模或冷模实验，分析实验结果，验证或拟合模

型参数，获取有效结论。（支撑毕业要求观测点 4-3） 

课程目标 5：能应用专业软件工具模拟和解决反应器设计和操作的问题，理解模拟计算的原理及其

局限性。（支撑毕业要求观测点 5-2） 

 

 

 



二、课程内容、思政融入点、学时分配及对毕业要求观测点的支撑 

表 2.1课程内容、学时分配及对毕业要求观测点的支撑 

表 2.2.课程目标与知识点对应关系 

序号 课程目标 知识点 

1 写出具体内容  

2   

……   

表 2.3 课程内容与思政融入点对应关系 

序号 知识点 思政融入点 

1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2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章节 内            容 
讲

课 

实

验 

小

计 

支撑课

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

要求观测点 

第 1 章 

1  XXXXXXXX 

1.1 XXXXXXXX；主要内容： 

1.2 XXXXXXXX；主要内容： 

……. 

重点： 

难点： 

     

第 2 章 

2  XXXXXXXX 

2.1 XXXXXXXX；主要内容： 

2.2 XXXXXXXX；主要内容： 

……. 

重点： 

难点： 

     

第 3 章 

3 XXXXXXXXX 

3.1 XXXXXXXX；主要内容： 

3.2 XXXXXXXX；主要内容： 

……. 

重点： 

难点： 

     

….. …….      

合 计       



…… …… …… 



示例： 

表 2.1课程内容、学时分配及对毕业要求观测点的支撑 

章节 内            容 
讲

课 

实

验 

小

计 

支撑课

程目标 

支撑的毕

业要求观

测点 

第 1 章 

1 概论 

1.1 钢的分类及编号；主要内容： 不同角度钢的分

类方法；钢的编号原则。 

1.2 常用钢材；钢材的生产知识；主要内容：不同

类型的常用钢材简介；不同钢材的表面缺陷。 

1.3 钢材的检验；主要内容：钢材的检验标准和检

验项目。 

重点：钢材的检验标准和检验项目。 

难点：钢材的表面缺陷的判断。 

4 2 4 1 3-1 

第 2 章 

2 钢的化学成分检验 

2.1 化学分析法；主要内容：五大元素（碳、硫、

磷、硅、锰）的测定方法；铬和镍的测定方法。 

2.2 仪器分析；主要内容：光谱分析方法；光电比

色分析；极谱分析；电子探针 X 射线显微分析。 

2.3 钢铁材料的火花鉴别；主要内容：火花鉴定的

试验设备及注意事项；火花的组成、形状及形成原因；

碳钢的火花特征；合金元素对火花特征的影响。 

重点：化学成分的化学分析及仪器分析方法。 

难点：通过火花大致判断钢材的化学成分。 

4 2 4 … .. 

….. …….      

合 计  8 4 8   



 

表 2.2课程目标与知识点对应关系 

序号 课程目标 知识点 

1 

目标 1：能 够 运用固

体表  面的物理化  学特

征、摩 擦及磨损理 论、

表面腐 蚀基本理论 对金

属材料  表面失效形  式 

进 行 识 别， 并对失 效

的影响因  素  进  行  分 

析。 (支 撑 毕 业要求指

标 点 2-3) 

1  绪论 

主要内容：表面技术的意义、目的及途径、应用及分类 

2  固体表面的物理化学特征 

2.1 固体表面的结构；主要内容： 表面能的产生；理想表面；清 洁

表面；实际表面。 

2.2 固体表面的吸附；主要内容： 物理吸附；化学吸附； 表面吸 附

热力学； 吸附理论。 

2.3 固体表面原子的扩散；主要内容： 扩散系数； 自扩散； 多相 扩

散。 

3  表面摩擦与磨损 

3.1 摩擦； 主要内容：摩擦定义和分类；摩擦理论；影响摩擦的 因

素。 

3.2 磨损； 主要内容：磨损定义、分类；磨损评定；粘着磨损； 磨

料磨损。 

4  表面腐蚀基本理论 

4.1 金属表面的电化学腐蚀；主要内容：腐蚀电池； 腐蚀速率； 电

池的极化作用；电化学腐蚀的阴极过程。 

4.2 金属的钝化；主要内容：金属的钝化现象； 化学钝化； 阳极 钝

化； 钝化理论 4.3 金属腐蚀防护；主要内容：金属腐蚀控制及防护方

法。 

2 

目标 2：能 够 将环境

保护 的意识引入 到金属

材料 表面工程领 域， 了

解各 种表面镀覆 和表面

改性对环境的影响，初步

提出处理方案。 

5  电镀与化学镀 

5.1  电镀； 主要内容：电镀对环境的影响；解决措施。 

5.2  化学镀；主要内容： 化学镀镍带来的环境问题。 

6  化学转化膜 

6.2 磷化处理；主要内容：磷化处理带来的环境污染及解决措施。 

8  表面改性技术 

8.3 金属表面化学热处理；主要内容： 渗碳、渗氮污染及解决措施 

……   



 

表 2.3 课程内容与思政融入点对应关系 

序号 知识点 思政融入点 

1 
高分子化学发展的几个阶段，高分子

行业的发展现状及人才需求 

爱国情怀：培养学生家国情怀，使学生意识到

要把个人事业和国家需求紧密相连。 

2 模具设计、模具尺寸强度校核 
工匠精神：对质量的精益求精、对制造的一丝

不苟、对完美的孜孜追求。 

„„ „„ „„ 



 

 — 14 — 

三、本课程开设的实验项目（如课程不含实验，请将该项删除） 

编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类型 要求 
支撑课程目

标 

支撑的毕

业要求观

测点 

1 用 X 射线仪进行多晶体物质的相

分析 

2 验证性 必做 2 4-2 

2 透射电子显微镜结构原理及明暗

场成像 

2 验证性 必做 .. .. 

3 扫描电子显微镜的结构原理及图

像衬度观察 

2 验证性 必做 .. .. 

注：1.类型指验证性、综合性、设计性等。    

2.要求指必做、选做。 

实验一 ：XXXXXXXXXXXXXX 

实验目的： 

实验原理：  

实验设备：  

实验安排：  

实验报告要求：  

示例： 

实验一： 用 X 射线仪进行多晶体物质的相分析 

实验目的：了解 X 射线衍射仪的结构与使用；练习机器检索对多晶物质进行物相分析。 

实验原理：布拉格方程；PDF 卡片。 

实验仪器：日本理学 D/MAX2500PC 型 X 射线衍射仪。 

实验安排：教师介绍 X 射线衍射仪的构造，进行操作演示，采集并描绘一张衍射图，进行物

相自动检索演示；学生以 6 人一组，对事先准备好的衍射结果进行物相检索分析。 

实验报告要求：简述衍射图的采集过程；记录衍射图的测试条件，将实验数据及结果以表格

列出；写出物相检索结果；写出实验的体会与疑问。 

实验二： 透射电子显微镜结构原理及明暗场成像 

实验目的：结合透射电子显微镜实物，介绍其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以加深对透射电子显微

镜结构的整体印象，加深对透射电子显微镜工作原理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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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达成课程目标的途径和措施（注意：这部分是指课程的教学方法，使用的教学方法应能支

撑本课程目标的达成，不要照抄示例中内容） 

1.  XXXXXXXXXXXXXX； 

2.  XXXXXXXXXXXXXXXXXX； 

3.  XXXXXXXXXXXXXXXXXXXXXX。 

示例：《×××××》课程 

1. 把握主线，引导学生掌握无机材料微观结构表征方法的相关概念、基本原理与方法的实际

意义，利用微观结构表征的实际案例，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不同测试方法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所

得测试结果的特点，具备选择合适的测试方法对微观结构进行表征和分析的能力。 

2. 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配合例题的讲解及适当的思考题，保证讲课进度的同时，注意学生

的掌握程度和课堂的气氛； 

3. 采用案例式教学，结合工程实际，进行无机材料微观结构的测试和分析，从而具备相关知

识和方法的实际应用能力。 

4. 本课程有 6 个学时的实验，具体实验内容见“三、本课程开设的实验项目”。 

五、考核方式 

1. 课程考核方式包括随堂测验、课后作业情况、实验情况和期末考试等。 

注：点名、提问不作为考核方式，考核方式里面的随堂测验、课后作业等必须覆盖全部学生，

考核方式必须 2 种以上。 

2. 定量评价 

本课程包含 i 个分课程目标，有 k 个考核方式，各考核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占比

分配如下： 

表 5.1   各考核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占比分配 

课程目标 

考核方式以及成绩占比（%） 
分课程目标权重 Pi 

（%） 作业 

（1） 

随堂测试 

（2） 

„„ 

 

期末考试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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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考核方式以及成绩占比（%） 分课程目标权重 Pi 

（%） 
1 S11 S12 

„„ S1k ∑S1k（第一行的和） 

2 S21 S22 
„„ S2k ∑S2k（第二行的和） 

„„   „„   

i Si1 Si2 
„„ Sik ∑Sik（第 i 行的和） 

考核环节成绩

比例合计（%） 

∑Si1 

（第一列的

和） 

∑Si2 

（第二列的

和） 

 ∑Sik 

（第 k 列的

和） 

100 

示例： 

课程目标 

考核方式以及成绩占比（%） 
分课程目标权

重 Pi（%） 作业 随堂测试 实验 
期末 

考试 

1 5 5  20 30 

2 5  5 10 20 

3 5  5 15 25 

4 5 5  15 25 

考核方式

成绩比例

合计（%） 

20 

10 10 60 100 

 

 

注：上表中作业、随堂测试、实验、期末考试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贡献率为分别为 0.2、0.1、0.1、

0.6，与平时录入教务系统时设定的比例是一致的，设定上表各数值是应分三步，第一步：先确定

各考核方式成绩占比（此表中最后一行的数据，其与教务系统输入的比例一致）；第二步：再确定

某一考核方式对各课程目标的比例；第三步将某一课程目标中各考核方式的占比加和。（此段话最

后删掉） 

那么第 i 个分课程目标的评价基于各环节 k 的贡献加权求和，就是该分课程目标的达成度 Ai，

即  

i ik iik
A G S P  （ ）

                                    5-1
 

而多个分课程目标再根据比例加权求和，就得到本门课程的课程目标达成度 A。 

  

 

第三步 

第二步（各列的值加和应

等于最后一列的值） 
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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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A A P                                       

5-2
 

其中：k 表示不同的考核方式，i 表示不同的分课程目标； 

ikS 表示第 i 个课程目标中第 k 种考核方式在总成绩中的占比； 

iP 表示第 i 个课程目标在课程总评价中的占比； 

    Gik表示第 k 种考核方式支撑第 i 个课程目标的达成度（第 k 种考核方式支撑第 i 个课程目标

的学生得分平均值除以第 k 种考核方式支撑第 i 个课程目标的总分值）。 

3. 定性评价 

定性评价指利用学生的调查问卷进行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按照各课程目标分项设计合适

的问卷，调查学生掌握知识及获得能力等课程目标达成情况。成绩均采用百分制统计，五级分制

转换为百分制时，优对应 95 分，良对应 85 分，中对应 75 分，及格对应 65 分，不及格对应 50

分。 

综合定性与定量评价结果，取最小量为最终评价结果。 

六、评价标准： 

任课教师可依据课程的考核方式及评价标准增加所采用的其它考核方式或去掉下面给出的其

中某些不涉及考核方式的成绩分析。 

1、随堂测试评价标准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90-100 分 75-89 分 60-74 分 0-59 分 

      

      

„„„„.      

示例：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90-100 分 75-89 分 60-74 分 0-59 分 

 

掌握原材料的基本性

能，能够根据塑料或橡

胶制品的结构和使用

规定时间内完

成；能够熟练

掌握原材料的

基本性能；能

规定时间内完

成；能够较好

地掌握原材料

的基本性能；

规定时间内完

成；能够掌握

原材料的基本

性能；能够识

未完成或未提

交测验；不能

掌握原材料的

基本性能；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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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识别出其关键性

能（如机械性能、热性

能、电性能等），结合

原材料特性进行选材。 

(支撑课程目标 1、毕业

要求观测点 2-1) 

够正确识别出

塑料橡胶制品

的关键性能，

结合原材料特

性进行选材；

答题规范，准

确性高。 

能够识别出塑

料橡胶制品的

关键性能，结

合原材料特性

进行选材；答

题较规范，准

确性较高。 

别出塑料橡胶

制品的关键性

能，结合原材

料特性进行选

材；答题基本

规范，基本准

确。 

能识别出塑料

橡胶制品的关

键性能，选材

不合理；基本

概念不清楚甚

至错误，准确

率低。 

………….      

 

2、作业评价标准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90-100 分 75-89 分 60-74 分 0-59 分 

      

      

„„„„.      

示例：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90-100 分 75-89 分 60-74 分 0-59 分 

根据塑料橡胶制品的

性能、结合原材料特性

进行选材。 

（支撑课程目标 1、毕

业要求观测点 2-1） 

按时交作业；

能够正确识别

出塑料橡胶制

品 的 关 键 性

能，结合原材

料特性进行选

材；案例选材

正确，完成作

业认真，语言

规范，表述清

楚。 

按时交作业；

能够正确识别

出塑料橡胶制

品 的 关 键 性

能，结合原材

料特性进行选

材；案例选材

正确，完成作

业较认真，语

言较规范，表

述较清楚。 

按时交作业；

能够识别出塑

料橡胶制品的

关键性能，结

合原材料特性

进行选材；案

例选材正确，

语 言 基 本 规

范，表述基本

清楚。 

不能按时交

作业，有抄袭

现象；或者案

例选材不合

理。 

 

能够合理评价塑料橡

胶原材料对资源的消

耗情况以及对环境的

影响。 

(支撑课程目标 2、毕业

要求观测点 7-1) 

按时交作业；

能够合理评价

原材料对资源

和 环 境 的 影

响；调查与评

价全面，完成

按时交作业；

能够合理评价

原材料对资源

和 环 境 的 影

响；调查与评

价较全面，完

按时交作业；

基本能够合理

评价原材料对

资源和环境的

影响；语言基

本规范，表述

不能按时交

作业，有抄袭

现象；或者不

能合理评价

原材料对资

源和环境的

 



 

 — 19 — 

作业认真，语

言规范，表述

清楚。 

成 作 业 较 认

真，语言较规

范，表述较清

楚。 

基本清楚。 影响。 

………….      

 

3、实验教学评价标准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90-100 分 75-89 分 60-74 分 0-59 分 

      

      

      

 

示例：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90-100 分 75-89 分 60-74 分 0-59 分 

能够根据实验指导书

规定的实验目的与要

求，进行 PLC 控制程序

设计，并完成模拟实

验，验证程序的正确

性。 

（支撑课程目标 3、毕

业要求观测点 3-1） 

按照要求完成

预习，按照实

验安全操作规

程进行实验，

PLC 程序编制

正确；实验步

骤 与 结 果 正

确；实验仪器

设备完好。 

能够预习，按

照实验安全操

作规程进行实

验，PLC 程序

编制正确；实

验步骤与结果

正确；实验仪

器设备完好。 

按照实验安全

操作规程进行

实验，PLC 程

序编制基本正

确；实验步骤

与结果基本正

确；实验仪器

设备完好。 

没有按照实

验安全操作

规程进行实

验；或者 PLC

程序编制有

重大错误；或

者实验步骤

与结果不正

确。 

 

能够根据实验结果，撰

写实验报告。 

（支撑课程目标 6、毕

业要求观测点 10-2） 

按时交实验报

告，实验数据

与分析详实、

正确；图表清

晰，语言规范，

符合实验报告

要求。 

按时交实验报

告，实验数据

与分析正确；

图表清晰，语

言规范，符合

实 验 报 告 要

求。 

按时交实验报

告，实验数据

与分析基本正

确；图表较清

晰，语言较规

范，基本符合

实 验 报 告 要

求。 

没有按时交

实验报告；或

者实验数据

与分析不正

确；或者实验

报告不符合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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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设计评价标准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90-100 分 75-89 分 60-74 分 0-59 分 

      

      

………..      

 

示例：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90-100 分 75-89 分 60-74 分 0-59 分 

能够完成设计方案的

撰写，能够清晰的进行

陈述，表达自己的设计

思想。 

（支撑课程目标 6、毕

业要求观测点 10-2） 

设计方案撰写

层次清晰，论

述正确；方案

陈述清晰，PPT

制作质量高，

回 答 问 题 正

确。 

设计方案撰写

论述正确；方

案陈述清楚，

PPT 制作质量

较高，回答问

题正确。 

设计方案撰写

论 述 基 本 正

确；方案陈述

基本清楚，PPT

制 作 质 量 一

般，回答问题

基本正确。 

设计方案撰

写有原则性

错误；或者方

案陈述有原

则性错误，回

答问题有原

则性错误。 

 

根据方案设计中到的

问题，能够进行文献检

索、自主学习，通过阅

读理解，解决问题，并

完成文献检索报告的

撰写。 

（支撑课程目标 7、毕

业要求观测点 12-1） 

能够正确结合

课题设计中的

相关问题，通

过广泛文献查

阅等手段，综

合考虑设计需

求、方案及具

体方法，很好

掌握自主获取

知识的途径。 

能够正确结合

课题设计中的

相关问题，通

过一定的文献

查阅等手段，

综合考虑设计

需求、方案及

具体方法，较

好掌握自主获

取 知 识 的 途

径。 

基本能够结合

课题设计中的

相关问题，通

过初步文献查

阅等手段，综

合考虑设计需

求、方案及具

体方法，初步

掌握自主获取

知识的途径。 

未能够展开

相关文献查

阅等工作，未

掌握自主获

取知识的途

径。 

 

………..      

 

5、考试评价标准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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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00 分 75-89 分 60-74 分 0-59 分 

      

      

      

 

示例：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90-100 分 75-89 分 60-74 分 0-59 分 

能够根据塑料或橡胶

制品的结构和使用要

求识别出影响制品使

用性能的关键性能，结

合原材料的特性进行

材料的选择。 

（支撑课程目标 1、毕

业要求观测点 2-1） 

 

能够根据制品

的结构和使用

要求识别并分

析出选材中所

要考虑的关键

性能，应用原

材料的特性进

行选材；基本

性 能 把 握 准

确，制品与原

材 料 匹 配 准

确，材料分析

准确，语言规

范。 

能够根据制品

的结构和使用

要求识别并分

析出选材中所

要考虑的关键

性能，应用原

材料的特性进

行选材；基本

性能把握较准

确，制品与原

材料匹配较准

确，材料分析

较准确，语言

规范。 

能够根据制品

的结构和使用

要求识别并分

析出选材中所

要考虑的关键

性能，选材基

本正确；基本

性能把握较准

确，制品与原

材料匹配基本

正确，材料分

析基本正确，

语 言 基 本 规

范。 

不能准确识

别关键性能；

不能结合原

材料特性进

行选材；制品

与原材料匹

配错误，材料

分析错误，语

言不规范。 

 

能够合理评价塑料橡

胶原材料在生产和使

用过程中对资源的消

耗情况以及可能产生

的功耗、废料等对环境

的影响。 

(支撑课程目标 2、毕业

要求观测点 7-1) 

能够从塑料橡

胶原材料的来

源合理评价其

对石油等资源

的消耗；能够

客观评价塑料

橡胶废弃物对

环境的影响；

材 料 分 析 准

确，表述清楚，

语言规范。 

能够从塑料橡

胶原材料的来

源合理评价其

对石油等资源

的消耗；能够

客观评价塑料

橡胶废弃物对

环境的影响；

材料分析较准

确，表述较清

楚，语言较规

范。 

能够从塑料橡

胶原材料的来

源合理评价其

对石油等资源

的消耗；能够

客观评价塑料

橡胶废弃物对

环境的影响；

材料分析基本

正确，表述基

本清楚，语言

基本规范。 

不能从塑料

橡胶原材料

的来源合理

评价其对石

油等资源的

消耗；不能客

观评价塑料

橡胶废弃物

对环境的影

响；材料分析

错误，表述不

清楚。 

 

      

七、参考书目及学习资料（书名，主编，出版社，出版时间及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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