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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课”评价标准下的高校实践类课程质量提升发力点剖析与思考 

侯永伸 

武警工程大学  陕西西安 

【摘要】为促进实践类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本文基于“金课”的评价标准，从课程高阶性内涵的“落地”，

课程创新性潜力的“挖掘”，课程挑战度的“优化”三个方面阐述了高校实践类课程质量提升的发力点，为进一

步深化教育改革提升教学质量和水平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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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practical courses,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of "golden Cours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prac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re expounded this paper from three aspects: the "landing" of the high-order connotation of 
courses, the "excavation" of the innovative potential of course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hallenge of courses,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support for further deepening the educational reform and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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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教育方针指出， 教育的育人目标就是要以

“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人才”为最终

落脚点。在装备更新换代提速的当下，“高素质、专

业化”对人才的装备使用、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个过不了“装备关”的 人才很难过得了“时代关”，

也算不上真正合格的人才。对于在校大学生而言，他

们在课余时间接触装备的机会十分有限，因此装备实

践类课程，尤其是装备实践类课程的质量在很大程度

上关系着人才培养的含金量。 
如何正确的评价装备实践类课程的质量以及如何

提高这类课程的质量和效果值得教育从业者深入思

考。 早在 2018 年，国务院教育部就已经提出了以“两

性一度”（即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为标准的“金

课”的概念，很有借鉴意义。下面就从上述三个方面

分别进行剖析思考，找到这类课程质量提升的发力点，

为教育教学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1 课程高阶性内涵的“落地” 
根据著名教育家布卢姆的认知模型理论，认知目

标层次分为知识、领会、运用、分析、综合、评价六

个层级。其中，后三个层级为高阶层级。而“金课”

标准中高阶性是强调知识能力素质有机融合，培养学

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根据目前的

教学现状，装备实践类课程可以结合自身特点和实战

化教学理念，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向金课评价

标准靠拢，使课程高阶性内涵真正“落地生根”。 
1.1 突出装备任务导向，构建差异化应用场景 
当前授课重点主要虽然能够围绕装备的使用与管

理开展，但是其与应用场景的结合缺乏针对性，任务

导向不鲜明，应用场景无特点。比如有些装备的应用

场景主要是处置突发社会安全事件，这种装备使用与

管理更应强调“动态”，即在处置过程中装备的“动

态管控与调整”以及在外部人员“动态干扰”下如何

确保装备妥善的准备和顺利的使用。而有些装备的应

用场景是抢险救援，这类装备往往受制于外部环境比

如地形、天气等限制，这类装备实践则更应该强调“协

同”，即装备之间如何实现功能互补配合与不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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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人装结合，并且形成针对各种局面下的应急预案。

所以未来课程应该从装备的任务属性出发，构建与任

务相适应的应用情景与操作环境，突出装备任务特点，

提高课程的“含金量”。 
2.1 提升装备认知层次，落实“体系化”教学理念 
对于认知层次的提升，可以从两方面来着手：一

是加强知识和技能的体系化联系。学生在装备实践课

程中往往以“初学者”的身份接触的只是装备的浅层

次知识和技能，缺乏高阶认识层次的分析、归纳和总

结。这时应该发挥教师的引导能力，使学生的学习不

仅仅局限于掌握装备，还要帮助学生掌握对装备的认

知方法，形成良好的认知习惯：对于每一种装备都要

强调形成“任务需求-功能设计-结构机理-操作使用-维
护保养”认知体系。将课程思政与实战化教学进行高

度融合，教会学生不仅以“学习者”的姿态来看待装

备，还能从“评价者”、“教练员”、“指挥员”的

角度来认识装备、使用装备、管理装备。 
另一方面加强各类装备之间的体系化联系。 例如

防暴装备中既有以动能为机理的装备又有以化学能为

机理的装备，还有声光机理的装备。很多时候各类装

备实践教学是孤立的。如果围绕各装备特点进行横向

分析比较、规律归纳、经验总结，既能进一步明确各

类装备的优势和弊端，提高综合运用装备的实践能力，

又能使学生结合装备实践体会装备体系化的发展趋势

的必要性，使学生对装备的认识水平提升一个层次。 
2 课程创新性潜力的“挖掘” 
“金课”的创新性要求课程内容反映前沿性和时

代性，教学形式体现先进性和互动性，学习结果有探

究性和个性化。由于装备实践类课程对于现有装备的

依赖性太强，其创新性与理论课程有所区别，未来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挖掘。 
2.1 教学形式上优化调整 
引入线上教学手段中的有些基础性知识完全可以

通过线上模式引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提前熟悉，快

速入门。从而把课堂时间节约出来进行高阶认知层级

的学习。在考核环节可按照分组比赛的形式进行，组

内成员进行密切合作，组与组之间进行良性竞争，设

置合理的比赛规则，用比赛促进学习，活跃课堂气氛。

针对某些装备数量不能满足人手一套的情况，可以引

入最新的虚拟训练手段，方便每名学生近距离感知体

会、观摩学习。 
2.2 课程内容上深化拓展 
首先，加大教学向实战靠拢的力度。在装备实践

教学中，增加装备与实施技巧运用相结合的内容。例

如单人使用时与班组作业时，分别采用什么样的差异

化技巧？针对不同的目标数量又改怎么调整？ 其次，

提高科研反哺教学的程度：教师的科研成果、学生参

加的创新比赛赛况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合理的嵌入

和穿插。再次，在课堂授课过程中，不光要求学生动

手操作，还要增加动口、动脑、动笔的教学设计，把

学生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 
2.3 学习结果上的改革创新 
如果把装备实践类课程比喻成炒菜做饭的话，学

习结果的改革创新就是要让学生能够利用现有的炊

具、食材和学到的厨艺，炒出每个人自己想吃的饭菜。 
课程中可以结合国内外的装备前沿动态，引导学

生对装备的关键技术进行探究，对装备未来发展趋势

进行展望，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鼓励学生完成对

现有装备进行升级改造的技术设计和构思。课下可以

指导感兴趣的学生搜集更多资料文献，撰写相关学术

论文或者参加相关的科技创新比赛。 
3 课程挑战度的“优化” 
金课对于课程难度也有特别要求：“需要学生跳

一跳才能够得着。”这对教师和学生都是一种新的考

验。对于课程来说，如果课程的高阶性内涵的“落地”

和创新性潜力的“挖掘”工作成熟充分了，课程难度

也就相应的上去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

面思考挑战度的“优化”问题。 
3.1 探索弹性的考核评价方法 
可以将考试形式分为“必考模块+加分模块”将课

程知识和技能的学习重点，按照教学大纲和实战化教

学要求列为必考模块，将重要的能力拓展内容列为加

分模块，并丰富加分模块的考核样式，使之喜闻乐见。

完成必考模块的学生最多可以获得“良好”成绩，而

只有完成了任意一种加分模块的考核内容才能得到

“优秀”成绩。这样就使课程的挑战度有了弹性，学

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进行选择。 
3.2 加强师生反馈，拓展学习渠道 
目前，装备实践课堂上的教学时间比较紧张，通

常 2 个学时就要完成一种装备的学习和考核。基于这

种实际，一方面可以尝试通过课前的调研与统计的方

式，加强师生的沟通反馈，摸底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然后通过线上交流和反馈进行课前指导，并相应的动

态调整课程学习内容，把控课上的学习节奏和重点。

另一方面可以从学生队中挖掘部分有学习基础的“课

下辅导员”，跟踪学生的学习状态，辅助教师制作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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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说明书、学习指南等学习工具、建设并维护线上学

习交流论坛等方式拓展学习渠道。 
4 结论 
对照“金课”评价标准，不难发现装备实践类课

程在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三个方面都可以找到与

教学实际和任务目标相适应的发力点。结合这些发力

点可以看出，要想打造装备实践的“金课”，离不开

教师、学生、学生队、学校多个层次和方面的共同努

力和配合。找到这些发力点也就找到课程未来改革的

方向， 能够更容易地汇聚集体的智慧形成教学水平

“抓内涵，上质量”的攻关合力，也将促进抢抓新一

轮院校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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