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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简介



一、简介

课程定位 • 专业核心课，132学时，7.5学分

课程面向岗位

课程教学团队

课程数字化资

源

课程实训条件

• 铁路货运调度员、货运计划员、货运核算员、货运交接员等岗位

• 职业资格能力的训练参照铁路货运员（中级）国家职业标准选取教学内容

• 铁路货运专业课程教学团队

• 中级职称1人，初级职称2人,皆35岁以下，双师素质2人

• 智慧职教资源库（含微课2个、PPT33个、实训指导书1份、案例2个、视

频0个、试题库100个等）；蓝墨云班课无资源

• 校内2个：铁路货运实训室，接发列车实训室；校外1个：渭南站货场

课程质量监控
• 质量保障体系：教学检查（开学初、中期、期末），教学督导，用人单位

评价、毕业生回访、问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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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诊改前基础



一、简介

88.8%

2017年未完成任务 目标值 实际值

动态资源数 30个 29个

课堂活动参与率 100% 95.7%

总评成绩优良率 25% 23.6%

（二）上一轮诊改基础



02 诊断



改进 制定改进措施，提升建设成效

创新 创新工作和思维方法，解决存在问题

学习 深入学习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激励 针对诊改情况，设置激励机制，激发内生动力

诊断 总结建设成效，查找存在问题并分析原因

实施 推进课程建设，开展课程教学

组织 任务分工

设计 教学设计、课程资源设计、 质量监控点设计

标准 院级教改课程建设标准、课程标准等

目标 院级教改课程

采取有效措施，
改进实施方案。

改
进

分析数据，发
现问题。

预
警

围绕监测点，
实时监测数据。

监
测

大数据分析与质量监控平台

持续提
升课程
教学质

量

“8字形” 纵横联动
质量改进螺旋

二、诊断

（一）质量保证体系



工作量计算
职称晋升
教科研奖励

课堂教学
质量在线
跟踪系统

课程资源
条件保障
政策支持
经费投入

年度建设计划
授课计划
教学设计

教学
改革
课程

课程建
设方案

目
标

标
准

设
计

组
织

实
施

改
进

学
习

诊
断

监测预警改进

激
励

创
新

诊断要素
诊断点
诊断指标

目标值
标准值
预警值

完善计划

建设团队
诊断问题
反推建设

行业标准
职教理念
课改理论

研究问题
创新思维

深化教改
优化内容
完善资源

一个学期一个周期

二、诊断

（一）质量保证体系



（二）问题梳理：基础与目标差距

动态资源数少，需要进一步加强动态资源建设

课堂活动参与率低，需要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形成常态化工作

总评成绩优良率低，需要进一步讲解重点难点，加强知识点掌握

二、诊断



学院《2016-2020年事业发展规划》

《铁路货运组织》课
程目标

院级教改课程

 大力推进课程改革与建设，所有专业主干课实现项
目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教学、工作过程导向教学

 专业重点建设课程
铁路交通运营管理专业《2016-2020

年专业建设规划》

 确定目标

学院《2016-2020年课程建设规划》

 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院级精品在线开放可
 教改课程

《铁路货运组织》课程建设方案

二、诊断

（三）目标链



备课标准

课程建设标准

运行标准

发展标准

授课标准

辅导答疑标准

考试标准

教学检查标准

院级教改课程

授课计划、教案、讲义

课堂纪律、教师仪态、师德

辅导答疑次数、辅导答疑效果

命题、评阅、录入、装订

三级巡查、期初、期中、期末检查

教学改革

课堂教学

教学效果

课程资源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教学规范》 学院课程建设标准

二、诊断

（四）标准链



03 改进



2017年未完成任务 目标值 实际值

动态资源数 30个 29个

课堂活动参与率 100% 95.7%

总评成绩优良率 25% 23.6%

2017年未完成
目标转入2018

年年度目标

1.课程
资源

课程资源总数

动态资源数

资源学习人数

资源学习率

实训项目数

实训项目完成率

教学设计数

知识点PPT数

习题数

2.教学改
革

教学改革类型

项目化教学内容达到课程教学内容的
比率

过程性考核次数

过程性考核方式的种类

过程性考核平均成绩

3.课堂教学

授课计划与教学内容的契合度
移动教学助手签到次数
移动教学助手一次签到率

实训室使用课时

移动教学助手课堂活动次数（包括投票/问卷/课堂表现/答疑/
讨论/头脑风暴）

移动教学助手课堂活动参与率
移动教学助手测验、作业次数
移动教学助手测验、作业学生成绩及格（60分以上）率

移动教学助手测验、作业学生成绩平均优良（80分以上）率

4.教学
效果

课堂教学满意度测评次数

课堂教学满意度“满意”平均比率

授课教师评教平均得分

总评成绩及格率

总评成绩优良率

总评成绩平均成绩

三、改进 （一）目标确定



诊断要素 规划目标 标准值 目标值

1.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总数 132个 250个

动态资源数 30个 50个

资源学习人数 50人 150人

资源学习率 60% 85%

实训项目数 20个 24个

实训项目完成率 95% 100%

教学设计数 66个 66个

知识点PPT数 66个 66个

习题数 500个 800个

2.教学改革

教学改革类型：项目化教学改革、考核方式改革 是 是

项目化教学改革：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的教学内容达到课程
教学内容的比率

100% 100%

过程性考核次数 3次 13次

过程性考核方式的种类 3类 3类

过程性考核平均成绩 65分 70分

三、改进

（二）标准量化



诊断要素 规划目标 标准值 目标值

3.课堂教学

授课计划与教学内容的契合度 100% 100%
课堂移动教学助手签到次数 27次 132次

课堂移动教学助手：一次签到率 100% 100%

实训室使用课时 60课时 80课时

课堂移动教学助手课堂活动次数（包括投票/问卷/课堂表现/答疑
/讨论/头脑风暴）

132次 132次

移动教学助手课堂活动参与率 100% 100%
移动教学助手测验、作业次数 53次 66次

移动教学助手测验、作业学生成绩及格（60分以上）率 80% 90%

移动教学助手测验、作业学生成绩平均优良（80分以上）率 40% 50%

4.教学效果

移动教学助手课堂教学满意度测评次数 26次 30次

移动教学助手课堂教学满意度“满意”平均比率 85% 90%

正方教务管理系统授课教师评教平均得分 85分 90分

总评成绩及格率 80% 85%

总评成绩优良率 20% 25%

总评成绩平均成绩 60分 65分

三、改进

（二）标准量化



依据货运
员职业岗
位标准

教学过程与生产

过程对接、课程

内容与职业标准

对接

以职业素质

和能力培养

为目标

以情境项目为

载体、融入货

运新发展

情境项目

任务

知识点1

知识点2

知识点n

……

6个

40个

72个

构建“基于货运工作过程”的课程内容体系

三、改进

（三）课程设计



课前任务下达

课后在线作业/考试

知识点精讲

案列剖析

师生互动

三、改进

（四）课堂教学活动设计



总评100%

平时成绩20%

课堂活动参与

得分50%

资源学习得分

50%

过程性考核

30%

过程性考核平

均成绩50%

课堂测验平均

成绩30%
作业成绩20%

终结性考核

50%

期末考试

100%

三、改进

（五）考核评价设计



01

02

03

4.质量监控点设计

监控点 一级预警 二级预警

资源总数 <132 132<x<500

… … …

监控点 一级预警 二级预警

过程性考核平
均成绩

<65 65<x<70

… … …

监控点 一级预警 二级预警

移动教学助手测
验成绩优良率

<50% 50%<x<60%

… … …

监控点 一级预警 二级预警

总评成绩优良率 <20% 20%<x<50%

… … …

9个监
控点

5个监
控点

9个监
控点

6个监
控点

4个方面，29个监控点

三、改进

（六）质量监控点设计



姓名 职称 责 任 备注

魏彬 讲师
课程的整体结构设计、教学设计、课程

标准的制定及课程资源审核
陕铁院

课程负责人

赵阳阳 讲师
课程资源审核、教学任务单设计、教学

PPT设计、任务完成情况监测
陕铁院

王雪 讲师
课程资源建设、学习任务单制作、作业

习题与考试编辑
陕铁院

来大鹏
高级工程

师
课程实训 渭南站货场

崔虎 助教
课程资源的建设、作业、习题与考试试

题的编辑
陕铁院

何凯妮 助教
课程资源的建设、作业、习题与考试试

题的编辑
陕铁院

王高飞 助教 资源维护、课程实训、APP使用监测 陕铁院

课
程
负
责
人

企
业
专
家

主讲教师

任务分工
落实到人

三、改进

（七）组织分工



课

前

课前

 教学设计
 资源上传
 资源推送
 教学准备
 任务下达

依托蓝墨云班课，实现教师教学全程记录

三、改进

（八）实施过程



课中

 知识检查
 合作探究
 释疑拓展
 巩固纠错
 总结评价

强化课堂教学组织实施
强化课后反馈

课后

 讨论沟通
 辅导答疑
 在线作业
 督促学生

三、改进

（八）实施过程



确定29个质量监测点实施情况监测内容

1.每两周召开课程团队会议，检查阶段任务，

监测课程建设进展；

2.利用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3.期初、期中、期末教学检查，监测教学开展情况；

监测形式

4.开展课程满意度测评，监测教学效果。

三、改进

（九）监测、预警



活动分布

三、改进

（九）监测、预警



监控点 标准值 目标值 一级预警值 二级预警值 实际值

课程资源总数 132 500 132 500 536

三、改进

（九）监测、预警

班课资源



监控点 标准值 目标值 一级预警值 二级预警值 实际值

动态资源数 30 230 30 230 219

三、改进

（九）监测、预警

219



监控点 标准值 目标值 一级预警值 二级预警值 实际值

课堂测验平均成绩优良
率（80分以上）

40% 50% 40% 50% 44.44%

三、改进

（九）监测、预警



教师培训优先考虑 加大课堂测验成绩占总评的比例

教学改革项目优先立项

教学方法培训

资源制作培训

教学过程全纪录，作业形式多样化等方法

提高线上学习得分

四、成效

（十）激励、学习、创新



以课程监控点所产生

的大数据为基础，以蓝墨

云班课进行教学互动效果

反馈为依据，对课程教学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归纳总结，形成课程诊改

报告。

三、改进



04 成效



规划任务 标准值 目标值 实际值

动态资源数 30 230 219

课堂测验平均成绩
优良率（80分以上）

40% 50% 44.44%

总评成绩优良率 20% 25% 19.4%

四、成效

（一）目标达成



四、成效

2017年27项任务完成24项，目标达成度88.8%

2018年29项任务完成26项，目标达成度89.7%

（一）目标达成



加强教学组织，

对重点知识点反复

讲解，课后答疑

培训课程团队

教师微课、视频

制作水平，提升

动态资源数量和

质量

对照课程建设目标、标准、质控点，诊断出三方面问题

动态资源
数

课堂测验
平均成绩
优良率

（80分以
上）

总评成绩优
良率

督促学生认真

完成课堂测试，

及时掌握每一个

知识点，不把问

题遗留在期末

四、成效

（二）问题解决



序号 诊断问题 原因分析

1 动态资源数
今年申请专业教学资源库，目标
较高，暂时没有完成

2 总评成绩优良率
以努力提高学生成绩，提高教学
质量为出发点，设定的目标较高

两轮诊改共性问题

四、成效

（二）问题解决



2017、2018对比分析

四、成效

（二）问题解决



2017、2018对比分析

四、成效

（二）问题解决



四、成效

（三）经验梳理

对查找的问题

分析病根病源

对症开方下药精准施策

跟踪问效
实施实时预警

发出督办清单

责令限期整改

实施激励
实时定期结合

落实奖励机制



05 不足



(1) 将本轮未完成的任务列入下一轮诊改中

(2) 开展结合线上课程资源的混合式教学
改革，增加线上资源学习的比例

五、不足

课堂测验平均成绩优

良率（80分以上）

总评成绩

优良率

动态资源

数



06 措施



(1) 进一步落实、完善课程质量保证体

系，实现教学质量过程全程监控

(2) 以2018年未完成任务为基础，继

续加强课程建设和教学质量水平

(3) 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通过混

合式化教学手段提升教学效果

六、措施



汇报完毕，

敬请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