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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西南交通大学本科新生研讨课的建设与评估。 

二、总体原则 

(一) 西南交通大学用“有效促进学生深层次学习”来定义卓越教学，本标准的主要目的就

是给出“有效促进学生深层次学习”在新生研讨课中如何开展教学实践的具体阐述，

从而为课程的建设与评估提供依据。 

(二) 不应将《西南交通大学本科新生研讨课通用质量标准》（简称本标准）视为新生研讨

课教学的唯一标准，学校、教学单位与课程团队应鼓励教师以本标准为基准，通过设

立课程补充标准，追求卓越教学。 

三、与其它文件关系 

（一） 本文件主要给出新生研讨课的质量标准与教学规定。 

（二） 课程教学目标设置请参照《西南交通大学本科课程教学目标与学习成果评估指导 

[XJZB-4501]》。 

（三） 课程成绩评定请参照《西南交通大学本科课程成绩评定指导意见[XJZB-4102]》。 

（四） 课程评估指标请参照《西南交通大学本科课程评估指标[XJZB-4401]》。 

（五） 课程执行大纲撰写请参照《西南交通大学本科课程执行大纲管理办法[XJZB-4302]》、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课程教学大纲撰写指导[XJZB-4506]》。 

四、质量标准 

西南交通大学新生研讨课质量标准包含以下五个方面： 

（一）教学目标：课程教学应支持毕业要求达成，特别应包括多维度目标 

所有新生研讨课支持专业毕业要求达成；特别地，工科新生研讨课支持《工程教育认证

通用标准（2015版）》毕业要求的达成。 

课程超越“理解+记忆”的浅层次教学目标，将深层次学习纳入教学目标中将深层次学

习纳入教学目标中，特别应涵盖知识、能力、人格与价值等多个维度。 

所有新生研讨课都应将帮助学生改变高中阶段以应试和解题为主的学习目的和方法，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帮助学生尽快适应大学学习作为课程教学目标，具体包括： 

1.培养学生的高级思维能力，包括对事物进行分析、比较、评价、预测的批判性思维；

回答问题、进行决策、提出解决方案的实践性思维；想象和创造新的观点、方案或产品的创

造性思维等； 

2.激发学生对课程相关学科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关注相关领域的发展与影响； 

3.培养学生基于科学原理采用科学方法开展研究的能力； 

4.培养学生搜索整理分析提炼资料信息，以及使用本学科或课程材料、工具及技术的

能力； 

5.提高学生口头表达与沟通交流能力； 

6.提高学生书面表达能力； 



7.培养学生同他人进行富有成效合作的能力； 

8.帮助学生成为主动高效的学习者。 

（二）教学内容与教学策略：支持教学目标达成，为学生建立深层次学习环境 

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有明确对应关系，能支持教学目标的达成，特别应包含纳入

教学目标的深层次学习内容。 

课程从学科认知规律出发，在教学过程中能够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断激励学

生，激发学生学习潜力，引导学生进入深层次学习。 

课程应将课堂讲授与课堂研讨、小组合作、基于问题的教学、案例教学、基于实际场景

的教学等教学活动有机结合，采用适当的教学策略有效支持教学目标的达成。 

（三）成绩评定与反馈：引导学生进入深层次学习 

课程每一项教学目标均应有考核环节对应，课程成绩评定能够持续有效地促进学生学习，

特别是引导学生进入深层次学习。 

对计入成绩的考核，应保证考核结果的科学和公正性。对于学生口头表达沟通、书面表

达、团队合作能力等应有方法与标准对其进行评价。 

对学生在课程中的表现进行及时且充分的反馈，以帮助学生不断改进学习。 

（四）学习成果：达成教学目标，为学生创造有意义的学习经历 

针对教学目标，通过实施教学过程，课程在价值塑造、人格养成、能力培养和知识探究

四个维度上，对学生成长与发展带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课程对学生学习成果有明确地评价方法，相关证明材料及其分析能够清晰反映学生的课

程学习成果，且这些学习成果与教学目标相对应。 

（五）教学资源与学习支持：帮助尽量多学生达成教学目标 

课程为学生提供丰富且有效的课外学习资源，并指导学生如何高效获取并使用学习资源。 

为学生的学习提供足够支持与指导，包括学习方法指导、课程答疑等。 

能够及时发现学习困难的学生，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期并顺利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新生研讨课，教师与学生进行有效且充分的交流，形成积极融洽的学习氛围，帮助

学生更好度过一年级新生阶段。 

注重收集学生学习相关数据，开展关于课程学习的研究，通过总结反思不断改进教学。 

五、新生研讨课教学规定 

新生研讨课原则上均应遵守以下规定，若课程有特殊需要无法遵守这些规定时，应在开

课前提出申请，经教学单位批准且报教务处备案后方可施行。在课程评估中，课程团队应提

供证据说明课程做法能够更为“有效促进学生深层次学习”，课程评估专家组据此给出评价

结果。 

（一）课程执行大纲发布 

所有课程均应在第一节课前将执行大纲公开发布在网站上，相关管理规定见《西南交通



大学课程执行大纲管理办法[XJZB-4302]》。 

（二）教学要求 

课程应该通过课程设计与考核，保证学生课内外学习时间在 1:1 到 1:2 之间。 

课程应将学生口头表达能力与书面表达能力培养纳入课程教学目标，其中课堂研讨环节

时间应不少于总学时的 1/3，每位学生应完成不少于 2000 字的课程报告或小论文的撰写。 

教学过程应包含小组合作学习环节。 

（三）成绩评定 

课程成绩评定标准应参照《西南交通大学本科课程成绩评定指导意见[XJZB-4102]》制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