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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原则 

注重学生岗位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建立立体化的评价体系 

对学生的技能水平从多方面进行评价，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过程性考核占

50%，综合性考核占 50%，其中过程性考核又分三部分，项目操作考核（30%）、

项目成果考核（50%）、思维导图+报告（20%）；综合性考核由教师现场随机技能

考核（30%）、企业指导教师评价（20%）、成果展示（20%）、学生团队互评（20%）、

学生自评（10%）五个层次构成，考核过程不仅包含学生的专业能力，还包括学

生处理问题的方法能力和职业道德等社会能力的评价，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学

习效果，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二）具体规划 

为了更好地完成本课程的学习，为在学习过程中及时了解教学和学习效果，

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调整学习内容、方式、及进程。特制定如下评价方案。  

本学习评价方案涉及三类被评估的对象：教师、小组、学生。  

学习评价方案的组成：  

1.一系列学习评价量表，见表格 1评价方案总表  

2.学生及小组的作品、作业及任务成果文件夹  

3.每一项目结束时由大家选出三个优秀小组  

4.每个小组在活动中的表现  

学习评价方案更注重诊断性评估和形成性评估，并试图综合上述评估结果给

学生或小组给出一个最终的评分。  

表格 1   评价方案总表 

评价

对象  
评价表  评价意义  填

写

人 

填写

时

间  

填写方

式 

学生  出勤表 了解学生参与课程学习的积极性  教

师  

上课前 表格  

学习行为记

录卡 

从教师的角度来评价学生参与课程学

习的表现 

教

师  

每情境

完成后 

表格 

学生自我评

价表 

总结学习的收获及存在的问题，为更

好地参与活动、接受学习。 

学生 每情境

完成后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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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单个任

务评价表 

对学生的每个任务进行评价，分教师、

小组，个人三方评价。 

教师

+小

组 

每一个

任务结

束 

表格 

学生综合评

价表 

对学生参与学习前后，专业能力和反

思能力的对比分析，评价学习效果  

教

师  

学习结

束时  

表格 

学生相关能

力测试 

用于课程开始前的前测，课程结束后

的后测 

学习 教 学

前、后 

表格 

小组  小组协作学

习过程评价

表  

检查协作学习的效果，针对成员特点

调整组织策略  

组

长  

每项目

完 成

后  

表格 

小组协作学

习评价量规 

学生综合评

价表 

检查协作学习的效果，针对成员特点

调整组织策略 

组员 

自评

+互

评 

每项目

完成后 

表格 

教师  教师教学反

思表  

及时总结经验或发现教学工作中的问

题，以便更好地开展下一情境的教学

工作。  

教

师  

每项目

完 成

后  

Blog  

教师及教学

工作的评价

表  

及时总结经验或发现教学工作中的问

题，以便更好地开展下一情境的教学

工作。  

学

生  

每项目

完 成

后  

表格 

A、教师教学工作评估  

（一）教师教学反思与总结  

评估者：教师自己 

评估时间：每个教学情境结束之后 

评估项：见表格 2 教师教学反思表 

评估意义：及时总结经验或发现教学工作中的问题，以便更好地开展下一情

境的教学工作。 

表格2  教师教学反思表1 

主讲教师：  上课时间：  

学习内容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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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学习的人数：      实际参加人数：           早退人数：  

结果  

项目  

与期望值的关系  

超过  达到 部分达到    完全没有  

对该情境的满意程

度  

    

教学内容的完成情

况  

    

学生积极参与的程

度  

    

本堂课整体情况      

课堂气氛      

课堂互动情况      

教学时间分配情况      

课堂中自己的激情      

   

填写人：            所在小组：         填写时间：  

 1.需要重点关注的优秀学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需要重点关注的基础薄弱的学生  

3.学生提出的自己未解决的问题  

4.学生提出的疑问较多的问题 

5.自己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6.自己在讲课中的精彩之处，自己认为出彩的地方  

7.通过本次学习，自己认为以后可以进一步改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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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学生对教师及教学工作的评价  

 评估者：学生（无记名方式）  

 填写形式：问卷  

 评估时间：每个教学情境结束之时  

 评估项：见表格 3 学生对教师及教学工作的评价表  

 讲稿设计  

 互动过程  

 案例与小组任务  

 课堂表现等各方面  

 评估意义：让教师更细致地了解自己教学设计的适用性、受欢迎

程度及学习效果，以便适时地调整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  

  

表格3   学生对教师及教学工作的评价表2 

填写人：              所在小组：                     填写时间：  

评价项目  评价指标 

满意程度 

5 4 3 2 1 

讲稿设计 

1 教学目标合理、明确重点、难
点突出  

     

2 教学资料准备充足（包括文档、示
例、演示等）  

     

3 教学内容详略得当，层次分明       

4 媒体展现内容有利于教学（动画、
语音、电影）  

     

5 教学思路清晰（PPT结构、素
材组织等）  

     

6 教学内容的实用性       



 5 

互动过程 

1 充分的课前交流       

2 良好的头脑风暴       

3 良好的案例教学过程       

4 全面的评价标准       

案例与小组任
务 

1 数量合适       

2 难度合适       

3 具有扩展性       

4 典型性和综合性       

5 有利于日常教学工作       

课堂表现 

1 教学过程中的投入程度       

2 教师讲课的趣味性      

1.您对以后的活动有什么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小组协作评估  

小组任务开展及完成情况的评价涉及以下内容：  

评估者：组长 组员 

评估时间：每个教学情境结束之时  

评估项：见表格 4 小组协作学习过程评价表  

评估的意义：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评估，使小组负责人认真地组织小组成员参

与教学活动，从而达到充分鼓励发言、交流、辩论的目的。  

表格4    小组协作学习过程评价表3 

填写人：          所在小组：              填写时间：  

 

评估项 

人数 

5  4  3  2  1  0 

大部分时间里踊跃参与的组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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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组协作做了充分的准备的组员人数        

  

评估项 很好 较好 满意 不满意 较差 很差 

总体看来， 

小组协作的成效如何  

      

  

表格 5    小组协作学习评价量规 

等 级 项     目  

4-完全明白 

 能始终与小组目标保持一致，积极参与小组工作 

 对所有小组成员的感受和学习需求很敏感 

 能够接受和履行小组中的个人角色 

 积极提出自己的见解，贡献自己的技能和知识 

 能够评价所有小组成员的知识、观点和技能，能鼓励    小

组成员所作出的贡献 

 能帮助小组作出必要的变化，并鼓励小组为变化作出行动 

3-比较明白 

 不需要敦促就能够与小组目标保持一致 

 能接受和履行小组中的个人角色 

 不需要敦促就能为小组贡献自己的知识、观点和技能 

 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愿意参与必要的变化 

2-能明白 

 偶尔需要敦促才能与小组目标保持一致 

 偶尔需要敦促才能为小组作出贡献 

 对他人的感受比较敏感 

 偶尔需要敦促才能参与必要的变化 

1-有待进一步提高 

 只有在别人敦促的情况下才能与小组目标保持一致 

 只有在别人敦促的情况下才能为小组作出贡献 

 需要偶尔的敦促才能注意到他人的感受 

 在敦促和鼓励的情况下才参与必要的变化 

C、学生评估  

（一）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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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者：教师  

 评估时间：每个教学情境结束之后  

 评估项： 见表格   

 评估意义：了解学生参与课程学习的积极性 

表格 6     考勤表 

日期 

姓 名 
       

王××        

张××        

(二)学习行为 

 评估者：教师  

 评估时间：每个教学情境结束之后  

 评估项： 见表格   

 评估意义：从教师的角度来评价学生参与课程学习的表现 

表格7    学习行为记录卡 

活动 主题： 姓名： 

态度 5非常自愿○ ○ ○ ○ ○ 1极不自愿 

参与 5积极参与○ ○ ○ ○ ○ 1很不积极 

合作 5积极合作○ ○ ○ ○ ○ 1从不合作 

学习能力 5非常强  ○ ○ ○ ○ ○ 1很弱 

方法 5非常得当○ ○ ○ ○ ○ 1很不得当 

作业 5出色完成○ ○ ○ ○ ○ 1未完成 

课内外表现 5表现优秀○ ○ ○ ○ ○ 1表现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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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评 5非常优秀 ○ ○ ○ ○ ○ 1需要努力 

  

（三）学生学习反思  

 评估者：学生自己  

 评估时间：每个教学情境结束之时  

 评估项：见表格 8 学生自我评价表  

 评估的意义：总结学习的收获及存在的问题，为更好地参与活动、

接受学习。  

表格8     学生自我评价表 

填写人：              所在小组：            填写时间：  

评价项目 评价指标 

分数 

5 4 3 2 1 

内容掌握  该情境的学习对我有帮助       

我有进一步学习本部分内容的兴趣       

我已经了解进一步学习本部分内容的方法       

交流协作  我充分的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我向小组其他成员询问他们的看法和建议       

我鼓励小组其他成员积极参与协作活动       

对于任务的完成，我坚持不懈       

我帮助别人坚持不懈的完成任务       

我做了我应该做的那份工作和任务       

总的看来，我觉得自己在本次协作学习的表现是值得

表扬的  

     

1 我在本次学习中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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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 2.

学习形式对我的学习有哪些启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对今后的自我发展是否有想法？是什么？  

（四）学生单个任务评价 

A、在完成任务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30% 

表格9 学生单个任务评价1 

  

项  目  好 50% 一般 30%  差 20% 

按时完成任务           

搜索信息能力           

信息组织能力           

独立工作能力           

报告书面表达           

B综合评价 70% 

考评项目 自我评估 小组评估 教师评估 备注 

素质考评

10 

工作纪律 3     

网德意识 3     

协作精神 4     

工单考评 20     

实操考评

40 

工具使用 5     

任务方案 10     

实施过程 20     

完成情况 5     

其他     

合计 70     

综合评价 70   

表格9 学生单个任务评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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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生学习成果评价 

 评估者：教师 

 评估时间：每个教学情境结束之时  

 评估项：见表10学生综合评价表 

  评估的意义：总结学习的收获及存在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开展学习

任务。  

表格 10   学生综合评价表 

评价 

项目 
评价指标 

项目 

分数 

得分 

学生自评 

（30%） 

小组评价 

（30%） 

教师评价 

（40%） 
合计 

专业 

能力 

具有较好的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及学习创新能力 
10     

能够将网络安全、质量至上

的概念贯穿于项目实施全

过程。 

10     

具有项目管理的知识 10     

熟悉电子商务法律法规，专

业理论知识丰富，技能操作

水平高，高质量地完成学习

工作任务 

10     

方法 

能力 

具有良好的对新技能与知

识的学习能力，能够通过多

种手段查询所需信息。 

10     

具有较好的逻辑性、合理性

的科学思维方法能力能力 
10     

能够独立地进行项目分析、

设计实施和评估，具有解决

工作实际问题的方法能力 

10     

社会 

能力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

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 
10     

具有较好的口头和书面表

达能力、人际沟通能力 
10     

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良好的

心理素质和勇于开拓发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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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的计

划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协作

精神 

总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