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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测评体系是课程思政育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但以往的测评大都聚焦微观层面重结

果轻过程的静态评估体系。而课程思政的复杂性和渐进性，决定了课程思政的测评必须是实施、评价、

反馈、改进到再实施的闭环体系。因此，本文基于OBE产出成果导向教育理论，围绕“教育三问”，利

用CIPP动态决策教育评估模型，从OBE的价值凝炼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四个维度，

构建师生互动共同体的课程思政成效全过程、各环节的动态测评体系，既可用来测评课程思政育人育才

过程中的具体某一环节，也可将之作为一个整体用来测评整个课程及学科体系的思政育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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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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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most of the previous evaluations focused on the static evaluation system at the micro level, fo-
cusing on the results rather than the process. The complexity and gradualness of curriculum ideo-
logical politics determine that the evalu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politics must be a closed-loop 
system from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feedback, improvement to re-implementation. Therefore, 
based on the OBE output result oriented education theory, around the “three questions of educ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CIPP dynamic decision-making education evaluation model to build a dynamic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whole process and links of the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ffect of th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ve community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OBE value condensation back-
ground evaluation, input evaluation, process evaluation and result evaluation. It can be used not on-
ly to evaluate a specific link in th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t also as a whol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whole curriculum and dis-
ciplin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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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作为践行“教育三问——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重要抓手，随着 2020
年《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出台，课程思政的研究由起步阶段的理论研究迈入了深化发展

阶段的教学实践[1]，围绕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成为德育育人研究的蓝海，涌现出了大量的成果和实践案

例，逐步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研究领域，解决了高校德育困境[2]，并一致认为课程思政是培养具有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有效途径[3]，是实现立德树人的第一课堂和主渠道。课程思政作为

一种具有突破性和创新性的教育理念[4]，本质上是一种课程观[5]，即以课程作为载体，充分挖掘各类课

程体系的思政元素和德育资源[6]，融合于课堂教学，并以系统观、整体观即“大思政”思维，构建各类

课程协同育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机制，实现课程体系系统性与协同性的耦合[7]，进而实现立

德树人[8]、价值育人[9]，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但同时也认为，我国课程思政教学研究存在着重理论研究轻实践评价，以行政、项目和管理推动为主，

评估结果针对性不强、区分度不高、缺乏连续性和落地性，其原因在于缺乏实操性强的评估指标体系，

制约课程思政的深入发展[10]，导致课程思政成效不高[2]。因此，探究具体可操作性的多维度课程思政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既是形成实施、评价和改进的课程思政闭环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课程思政成果落

地和成效彰显的内在需要，同时也是回答“教育三问”的客观选择。 

2. 课程思政成效评价述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要求，通过“改进教育教学评价”以建

立和完善“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而课程思政作为一种突破性、创新性理念和思维方法的教

学教育改革，是一项关涉课程体系、教学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等方面的复杂系统性工程，已然超越了课

程层面，因而关于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还比较少，且以理论推演为主，评价指标也是各自侧重

尚需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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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构建课程思政成效评价的价值所指，即为何要评价 

由于尚未形成统一的课程思政评价学术学理认识，因此深化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有助于创新课程思政

的理论研究视角[11]，能发现“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及对学生的影响[9]，是检验“课程思政”的育人

成效、探索“课程思政”育人规律，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育人育才质量的重要途径[12]，同时管理和项目推

动热潮下，课程思政具体要求和任务的落实情况，要求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以促进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13]。因此，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的意见》和《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均明确提出了构建课程思政成效评价体系的要求。课程

思政以育人为本的价值意蕴和时代担当，要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程教学育人的全环节全方位，

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7]，需要变管理推动为内在需求、变关注教师教改为关注学生获得感[10]，可见，

构建“课程思政”成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性、复杂性也是显而易见。课程思政成效评价的必要性和复

杂性，以及成效显现的长期性和主观性，决定了课程思政成效评价必然是多元动态化的。 

2.2. 课程思政成效测评指标体系构建，即如何评价 

一是在原有课程评价指标基础上加入、整合思政元素，突显“立德树人”，从理论或自身经验基于

不同视角构建评价体系。如万瑾、马燕婷从学生角度的课程思政绩效评价体系[14]，李文忠、赵博文基于

同行教师视角的课程思政化评价表[15]，赵仕宇、郭丽霞、陈小梅等以教师、学生和企业为评价对象的多

元化测评体系[16]，以及梁瑛楠的教师、学生、教材、教学环境层面的课程思政成效评价体系[17]，赵宝

江的岗位胜任力多维度课程思政教学质量评价体系[18]等。这些研究考虑到了课程思政评价的多元化，从

不同视角和理论取向进行了有效借鉴和融合，但在一定程度上仍沿袭传统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重结果轻

过程导向，是一种基于预期目标的评价，过程诊断和动态反映不足。二是聚焦课程微观层面，而对课程

体系、专业层面等宏观层面的课程思政测评体系研究缺乏。如胡阳、石立莹、李梅以《医学微生物学》

课程为例，对课程思政效果进行了评价[19]；孙佳佳探讨了《通信网基础》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思政成效

[20]；杜震宇等则提出了“六尚六忌”的理工科课程思政整体评价原则[21]；徐妍艳依据管理类、体育类、

历史类、艺术类及哲学类五个专业推进“课程思政”的实证调研，构建了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

了实证分析[22]。课程的差异性决定了评价方法的多样化、评价内容和过程难以指标化、评价标准难以统

一化，这也是后续研究努力的方向。三是评价方法有谢晗进、李鑫和江雯的 360 度评价方法[23]，赵晓红

的模糊矩阵法[24]，苏小菱的层次分析法，魏子秋、马玲玲的 CIPP (决策导向评价)模型法[25] [26]，以及

朱海雪、刘海涛的 OBE (成果导向)理念下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27]。所有这些方法，极大丰富了课

程思政评价手段，为本文将 OBE 理念和 CIPP 模型融合于课程思政成效的测评提供了启发，也为 OBE + 
CIPP 模型融合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3. OBE + CIPP 模型与课程思政的内洽性 

3.1. OBE 理念与 CIPP 模型的耦合性 

OBE 即成果导向教育理念，是一种以学生学习成果和产出为导向来组织、实施和评价教育的结构模

式，实现了高等教育范式从教学范式到学习范式的转变[28]，使学生从被动聆听者转变为主要参与者，提

升教育教学的成效和质量。因此，OBE 视域下教学教育的组织和设计，需要以学生为中心进行逆向设计、

正向实施，持续改进培养人才方案和课程体系的各个环节，实现育人育才的动态性和时代性。 
CIPP 即决策导向评估模型，以现代系统论为基础，强调评价的过程性和诊断反馈，而不似传统教育

评价模式对结果性评价的偏重。CIPP 模型认为，教育评价不应囿于预期目标的达成度，而应收集教育方

案实施的相关信息资料，为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是形成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的综合。可见，CIPP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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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诊断反馈方面一定程度上完善了 OBE 模型。在进行评价时，CIPP 模型以任务本身为分析对象，从背

景评价(Context)、输入评价(Input)、过程评价(Process)、成果评价(Product) [29]进行过程性评价(见图 1)，
既可以对每一个过程进行单独评价，也可以视为整体进行系统性评价，具有计划、组织、实施和再循环

的动态性，整合了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能更全面系统地反映评价对象的过程性、整

体性和社会需求。 
 

 
数据来源：Stufflebeam, D.L, & Shinfield, A.J. Systematic Evaluation [M]. Boston: Kluwer Nijhoff. 2017: 170-171. 

Figure 1. CIPP education evaluation model 
图 1. CIPP 教育评价模型 
 

可见，二者均强调评价的动态性、过程性、诊断反馈性和社会的需求，通过评估实现教育教学教育

的改进和完善，即评估的目的不是证明，而是改进，以评促建，在这一点上 OBE 和 CIPP 具有内在一致

性。OBE 理念为育人育才体系优化和教育教学改进提供了决策指引，CIPP 则通过实施、诊断和改进，量

化 OBE 理念下各环节，使评价决策更加科学严谨，二者具有核心内涵的一致性，目标达成度的同构性、

耦合性，评价过程的互补性。 

3.2. OBE + CIPP 与课程思政的适切性 

思政育人育才是一个长期隐性过程，其成效不是单独的思政课程或者某一门课程思政能实现的，也

不是一个学期、一年能显现出来的。因此，课程思政的价值育人育才实施过程必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必须是始终贯穿整个课程体系、培养体系、教学教育保障体系之中，将目标、过程和结果，将教师

发展和学生发展等进行统整，融于课内课外教育教学全过程中，因此，课程思政成效的评价也必须是动

态发展的、整体全方位的、即时全过程的。 
OBE 成果育人和 CIPP 的过程决策一是将育人育才评价过程内嵌于学习全过程本身，满足课程思政 

“三全育人”的全程覆盖和追踪要求、分阶段多维度要求、过程性和形成性要求，促使学生在学习中和

学习后形成元认知能力，养成深度学习习惯，感受学习过程的乐趣并获得满足感，学会自我评价，成为

自己学习的主人，实现能力提升和价值引领齐飞、道德品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行的润物细无声育人；

二是将育人育才成效评价嵌入学科体系及真实社会职场场景，注重育人育才过程性体验与反馈，并依据

具体环节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动态的改进调整，有助于形成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的“师生共同体”，契

合课程思政成效评价所需的多元灵活性、整体发展性、诊断改进性和过程与结果关联性，促使师生共同

成为评价的主体，对教育教学过程进行反思、跟踪、诊断、评价和改进，提升育人育才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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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OBE + CIPP 模型对过程性、系统性、诊断反馈性和改进性的注重，与课程思政育人育才成效

评价所要求的过程性 + 终结性评价、描述性 + 实证性评价以及全员互评相结合的评价和反馈机制是适

切的。 

3.3. OBE + CIPP 模型课程思政育人育才实施路径 

基于上文中 OBE 和 CIPP 的耦合内洽性及其对课程思政成效评价的适切性，构建如图 2 所示的课程

思政教学流程。在“教育三问”统领下，围绕国家和区域发展对人才需求，结合学校发展定位，从德育

和知育充分调研社会对人才和岗位的需求，进行背景评价确定预期产出成果；协同统揽学科体系、课程

大纲、思政育人体系、育人育才方案、教学教育组织设计，进行诊断性和可行性评价；打造师生深度学

习并对学习成果、过程予以评价和反思的学习共同体，使之服务于成果产出，并反向设计教学教育内容

和实施计划，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构建动态全程评价体系，对产出结果进行全过

程、全环节和全面评估，形成协同耦合效应，将评估结果反馈于教育教学组织设计和实施体系，提质育

人育才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价，为“教育三问”提供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

局。 
 

 
Figure 2. OBE + CIPP mode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path 
图 2. OBE + CIPP 模型教育教学实施路径  

4. 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标准 

评价具有导向、诊断、改进和激励等多种效能，科学有效的课程思政成效评价是课程思政育人育才

常态化的关键环节和有力保障。按照教育教学活动的系统性、发展性、动态性、可操作性和数据的可得

性，基于 OBE + CIPP 模型课程思政成效测评的理论可能性和实践可行性，在充分文献研究和专家访谈的

基础上，从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四个维度构建 OBE + CIPP 模型课程思政成效评价

体系。 

4.1. 背景评价与目标凝炼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和为谁培养的问题，因此，课程思政体系首先需凝练

课程体系的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致的、兼具区域特色和满足社会需求的育人育

才观。为此，需要分析、判断课程体系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岗位需求，诊断课题体系及课程的目的与

目标。主要内容包含界定课程实施的宏微观环境、学习者的需求和基础，围绕社会和岗位需求确定目标

层，逆向设计提升学生能力和德育的育人育才目标和决策方案。包含课程体系思政育人育才的目标设计

和教学资源是否是经过了反复的 OBE 迭代，以及在整个教学教育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即评价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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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三问”的成果产出导向，进而诊断判断开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通过调查、分析和诊断学习者需

求和基础，确定课程体系和课程开发的基础准备以及可行性。具体评价指标包含 2 个二级指标，6 个三

级指标和 16 个四级指标具体测评点，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system (background evaluation) 
表 1. 课程思政成效测评体系(背景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指标内容与判断标准) 

CE 
(背景 
评价) 

决策 
计划 

授课资源 
有丰富的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 

思政资源同步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家政策和区域地方发展 

教育教学文件 OBE 迭代 课程思政育人育才目标融入各类教学教育文件 
教育教学文件是基于成果产出导向多次迭代的 

育人育才培养方案 OBE 迭代 课程体系的课程思政方案是协同的 
育人育才培养方案是基于成果产出导向多次迭代的 

教学目标 

目标全面，体现价值观、责任担当、 
问题解决、深度学习等方面的意识和能力素养的培养 

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的适切性 
教学理念与培养目标的一致性 

人才目标与“教育三问”的一致性 

OBE 
成果 

价值观、情感、态度、心理状态 
有顶层设计，在教育教学活动和考核中凸显思政理论价值引领 

学生需求及成长发展观 
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度、发展规划及需求 

先验知识及转化 
有马列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相应前置学科课程体系 
有相关前导专业课程以及后续能力提升学科课程体系 

学生的知识结构体系 

4.2. 输入评价：考察课程体系方案 

输入评价的重点在于确定策略方案和实施条件，在目标层的反向牵引下不断分析、诊断和研判教学

教育组织活动的内容、方式、策略和保障体系并予以量化，确定其是否具备支撑当下背景下产出成果和

社会需求的能力，以便能对课程体系思政育人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和效用性做出更为客观和更能落地

的决定，回应道德的可施教性之争[30]，逐步提升人才综合素养高质量发展。因此，输入评价在过程控制

和条件建设 2 个二级指标统领下，设置了方案拟定、教学组织和方法、知识关联度、资源配置、师资力

量、内容特色、信息化建设 7 个三级指标和 15 个四级指标具体量化点，详细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2。 
 
Table 2.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system (input evaluation) 
表 2. 课程思政成效测评体系(输入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指标内容与判断标准) 

IE 
(输入 
评价) 

组织 
决策 方案拟定 

培养方案中“立德树人”理念的呈现度 
课程内容中思政元素的占比 

教学过程中文化融入度、学生的文化自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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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IE 
(输入 
评价) 

组织 
决策 

教学组织和方法 
有完善的监督提质体系，能依据专家、同行、学生的反馈予以适度调整改进 

创新性的教学组织形式，提升学生的感受、体验和获得感 
信息化教学手段的使用情况 

知识关联 
国家政策宣讲学习落实度及融入课程的融入度 

思政资源与学科知识点的紧密联系度 
思政资源的和社会需求融合度 

条件 
建设 

资源配置 

党委主体的思政课建设领导责任制 
马克思主义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科 

思政课程改革创新保障机制 
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实践教学组织和基地建设 

产教融合协同教学实践育人基地 
金课和一流课程的数量 

师资力量 
马克思主义学科专职教师师生比 

马克思主义学科专职教师对专业学科教师课程思政教学的指导度、协同度 
专家库 

内容特色 区域地方特色的融入融合度 
产教融合协同教学实践育人模式 

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建设经费 
实训实验室数量 

信息化技能培训情况 

4.3. 过程评价：考察具体实施情况的评价 

过程性评价是对评价对象实施的全过程跟踪监督、量化测度和动态评价。通过收集、记录、检查育

人育才体系全环节实施过程中的意见、反馈信息和落实情况等信息，为育人育才体系的完善、课程思政

的后续进一步优化开发提升提供决策数理依据。由于师生是课程思政的主体，最直接的参与者、执行者

和体验感悟者，因此过程评价指标的设计主要围绕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形式、内容和动态交互过程等，是

否与既定预期目标高度匹配来构建，具体从决策实施和过程控制设置 2 个二级指标，从教学过程、师生

互动以及阶段性预期目标的达成度构建三级指标，从 15 个观测点进行各个环节的测评，详细指标体系见

表 3。 
 
Table 3.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system (Process evaluation) 
表 3. 课程思政成效测评体系(过程评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指标内容与判断标准) 

PE1 
(过程 
评价) 

决策 
实施 

教学策略和过程 
教学内容实现隐性思政教育 

课程内容按照教学计划和目标的完成度 
多样化教学方法的运用 

师生互动 学生课堂参与形式 
教师对学生参与课堂的引导度和形式多样化 

过程 
控制 深层次互动、学生情感牵引 

学生参与教学活动过程的参与度与行为表现 
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的认可度 
学生自己确立的学习目标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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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PE1 
(过程 
评价) 

过程 
控制 

阶段性目标达成 

课程体系思政协同育人耦合协调情况 
教育教学目标的达成度 
教学进度按计划完成度 

课程思政开发建设的阶段性目标达成度 

教学评价 
对教师的教学考核是否加入了课程思政内容 

对学生的课程考核中加入相关课程思政和德育内容的考核 
在教授内容中对学生进行思政元素的提问与相关活动的参与 

4.4. 认证和结果评价 

结果评价为对考察分析对象的成效进行评价，通过分析诊断实施成效、产出成果目标的达成度，比

较实施前后师生共同体思政核心素养和能力的变化、行为方式的变化等方面评价方案的有效性，进而促

进 OBE 理念和 CIPP 模型中持续改进功效的常态化和有效发挥。评价通过非定向问卷形式进行自评、互

评等采集数据并量化，为测评体系的改进和实施提供信息和决策依据。结果的成效是通过师生的获得感

和能力素养的提升来体现，因此，结果评价指标的构建侧重于师生思政素养的达成度、深度学习能力的

形成度和社会需求的满足度，以及测评体系的可推广性，具体见表 4。 
 
Table 4.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system (result evaluation) 
表 4. 课程思政成效测评体系(结果评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指标内容与判断标准) 

PE2 
(结果评价) 

管理决策 

实施成效 

学生对自我发展的认知与未来职业规划 
学生在日常生活、学习过程中是否形成了持续性的文化自觉 

课程思政资源及其实施方案具有推广性 
课程思政化所形成的成果资料 

行为结果 

课程思政实施前后学生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的变化 
用人单位或实训实践基地对学生职业素养的满意度评价 

教师在教学教育中课程思政的自觉自发应用 
课堂思政满意度提升 

核心能力养成 课程思政课堂教学学生的获得感、自我深度学习能力的提升 
教师课程思政素养和学术氛围提高 

OBE 数据 

能力评估、育人育

才体系评估、课堂

评价 

理论知识掌握程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大学生竞赛项目及获奖率、学生对教学和育人的满意度、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能力的反馈、指导教师教学改进意见 
总体认证数据 

5. 余论 

OBE 理念下 CIPP 模型将评价、反馈与课程体系设计、“三全”育人育才方案和实施，以及社会岗

位需求和学生需求，紧密联系起来，在成果产出导向下围绕教育本质，挖掘课程教学的新价值、构建课

程教学的新体系、形成课程教学的新形态和实施课程教学的新方法，进而实现了课程思政育人的整体性

全环节的动态评价、形成性和结果性评价，能够及时发现课程体系协同育人、课程思政教学教育在目标

设定、方案实施控制和成效显现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给予及时的反馈改进，对于提升教育教学的高

质量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课程体系专业思政成效的显现，不是一门课程和有限年

限能体现出来的，因此，后续研究需要以某门或者某几门专业课程作为评价对象对其思政育人具体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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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测评，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过程中所存的不足，予以指导课程思政建设和育人育才方案提升，然后再

推广到课程体系，深挖课程体系思政协同育人的耦合协调度，探索大思政理念下行之有效的课程思政育

人育才行动方案。 
评价的目的在于改进，实现以评促建，而不是以评促评。因此，在利用评价结果时要合理评价结果，

将之作为改进的依据，而不是作为教师教学能力和素养考核、晋升的依据。特别是对于应用型大学、民

办大学和高职院校，年轻老师较多，而且大多还兼具海外留学背景，本身的思政素养和能力还有较大的

提升要求；其次，有很多院校还未形成完备的思政教师队伍，甚至都还未有马克思主义学院，只是有限

的几位思政老师支撑起全校的思政教育，对专业课程思政的指导、参与非常有效。另外，虽然我国课程

思政迈入了深化发展阶段，但由于推行时间不是很长，专业教师虽已经形成了课程思政育人的共识，但

协同专业课程、思政课程共同育人所需多学科知识、话语体系等的多元融合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同时也是需要各项制度保障合理助推才能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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