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DQP框架是一种育人标准，引入DQP是诸多高校教育改

革的一项重要举措。 改革必然要求课程教学模式、实施和评

价体系等以之配套。
一、DQP框架核心内涵阐述

DQP是美国的学历学位框架，是一种人才的培养标准。
包括五大学习领域：专门知识（POC1）、广泛和融合的知识

（POC2）、智力技能（POC3）、应用和协作学习（POC4）、公民和

全球学习（POC5）。核心是围绕“学生获取不同层次学历时被

期望应知道些什么和能够做些什么”。 按学习过程的成长

性、累积性，提出对学生过程性学习效果的要求。
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简析

翻转课堂是采用信息化教学手段， 逆向设置课堂教学

环节，重新编排教学内容，重塑师生角色，颠覆传统课堂，实

现教学信息化变革的新型教学模式。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充

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动因， 真正实现学生全过程的自主学习

和知识技能的自我吸收与转化。
三、基于DQP框架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理论模型解读

基于DQP框架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指以DQP框架为

育人标准，采用翻转课堂教学形式，达到优质教学效果，实

现课程教学和人才培养目标的一种创新型教学模式。 其理

论模型建构在以DQP框架核心内涵基础之上，教师和学生在

开展具体课堂教学和学习过程中，均紧紧围绕DQP框架五大

学习领域而进行。 DQP框架下，课程实施采用翻转课堂教学

形式：课前教师课程资源开发上传发布在网络教学平台，学

生通过网络教学平台进行自主学习准备， 并完成课前教师

布置的各项作业任务； 课中教师个性互动辅导学生进行知

识技能学习实训， 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自主完成知识技能

的内化；课后教师及时进行课程教学诊断改进，在网络教学

平台布置相关课后作业任务； 学生通过网络教学平台接收

到作业任务后，自主进行知识技能的进一步强化和拓展。 最

终，教师和学生在同一标准和模式下高度实现DQP框架五大

学习领域教和学的目标。
四、基于DQP框架的翻转课堂过程性评价体系构建

基于DQP框架的翻转课堂过程性评价不仅是用来衡量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教学质量的评价， 更是对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内化和提升知识和技能水平的一种评估。 结合基于

DQP框架的翻转课堂过程性评价所界定的范围，同时遵循过

程性评价指标体系建构的一般原则，拟构建基于DQP框架的

翻转课堂过程性评价体系。
评价维度（权重）：基于DQP框架的翻转课堂过程性评价

体系（100%）
一级指标（权重）：专门知识（POC1）完成质量（20%）：二

级指标（权重）：课前专门知识（POC1）完成质量（5%）：三级

指 标（权 重）：学 生 对 应 的 预 期 学 习 成 果 （SOC）预 备 质 量

（3%）；教师对应的预期学习成果（SOC）设计质量（2%）；二级

指标（权重）：课中专门知识（POC1）完成质量（10%）：三级指

标（权重）：学生对应的预期学习成果（SOC）完成质量（6%）；
教师对应的预期学习成果（SOC）实施质量（4%）；二级指标

（权重）：课后专门知识（POC1）完成质量（5%）：三级指标（权

重）：学生对应的预期学习成果（SOC）精进质量（3%）；教师对

应的预期学习成果（SOC）诊改质量（2%）。
一级 指 标（权 重）：广 泛 和 融 合的 知 识（POC2）完 成 质

（20%）：二级指标（权重）：课前广泛和融合的知识（POC2）完

成质量（5%）：三级指标（权重）：学生对应的预期学习成果

（SOC）预备质量（3%）；教师对应的预期学习成果（SOC）设计

质 量 （2% ）；二 级 指 标 （权 重 ）：课 中 广 泛 和 融 合 的 知 识

（POC2）完成质量（10%）：三级指标（权重）：学生对应的预期

学习成果（SOC）完成质量（6%）；教师对应的预期学习成果

（SOC）实施质量（4%）；二级指标（权重）：课后广泛和融合的

知识（POC2）完成质量（5%）：三级指标（权重）：学生对应的

预期学习成果（SOC）精进质量（3%）；教师对应的预期学习

成果（SOC）诊改质量（2%）。
一级指标（权重）：智力技能（POC3）完成质量（20%）：二

级指标（权重）：课前智力技能（POC3）完成质量（5%）：三级

指 标（权 重）：学 生 对 应 的 预 期 学 习 成 果 （SOC）预 备 质 量

（3%）；教师对应的预期学习成果（SOC）设计质量（2%）；二级

指标（权重）：课中智力技能（POC3）完成质量（10%）：三级指

标（权重）：学生对应的预期学习成果（SOC）完成质量（6%）；
教师对应的预期学习成果（SOC）实施质量（4%）；二级指标

基于DQP框架的翻转课堂过程性评价体系的构建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3）

陈松燔

摘 要： 基于DQP 框架育人标准，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构建了过程性评价体系，并制定了实施策略，以此形成一种可

供借鉴、可供推广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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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83 页） 突破这些挑战， 让爱心在社会上传承，真

正实现“融合教育就是全纳教育”，让特殊需要儿童不再特

殊，努力构建更加科学稳定的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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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课后智力技能（POC3）完成质量（5%）：三级指标（权

重）：学生对应的预期学习成果（SOC）精进质量（3%）；教师对

应的预期学习成果（SOC）诊改质量（2%）。
一 级 指 标 （权 重 ）：应 用 和 协 作 学 习 （POC4）完 成 质

（20%）：二级指标（权重）：课前应用和协作学习（POC4）完成

质 量（5%）：三 级 指 标（权 重）：学 生 对 应 的 预 期 学 习 成 果

（SOC）预备质量（3%）；教师对应的预期学习成果（SOC）设计

质量（2%）；二级指标（权重）：课中应用和协作学习（POC4）
完成质量（10%）：三级指标（权重）：学生对应的预期学习成

果（SOC）完成质量（6%）；教师对应的预期学习成果（SOC）实

施 质 量 （4%）；二 级 指 标 （权 重 ）：课 后 应 用 和 协 作 学 习

（POC4）完成质量（5%）：三级指标（权重）：学生对应的预期

学习成果（SOC）精进质量（3%）；教师对应的预期学习成果

（SOC）诊改质量（2%）。
一 级 指 标 （权 重 ）：公 民 和 全 球 学 习 （POC5）完 成 质

（20%）：二级指标（权重）：课前公民和全球学习（POC5）完成

质量 （5%）： 三级指标 （权重）： 学生对应的预期学习成果

（SOC）预备质量（3%）；教师对应的预期学习成果（SOC）设计

质量（2%）；二级指标（权重）：课中公民和全球学习（POC5）
完成质量（10%）：三级指标（权重）：学生对应的预期学习成

果（SOC）完成质量（6%）；教师对应的预期学习成果（SOC）实

施质量（4%）；二级指标（权重）：课后公民和全球学习（POC5）
完成质量（5%）：三级指标（权重）：学生对应的预期学习成果

（SOC）精进质量（3%）；教师对应的预期学习成果（SOC）诊改

质量（2%）。
五、基于DQP框架的翻转课堂过程性评价体系实施

基于DQP框架的翻转课堂过程性评价体系是基于DQP
框架下对翻转课堂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的过程性进行

综合评价所构建的创新型质量评估体系，因此，基于DQP框

架的翻转课堂过程性评价体系的实施， 可制定以下策略予

以执行：
1.既要紧紧围绕DQP框架五大学习领域为中心，又要注

重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特点。
DQP框架五大学习领域是评价体系的一级指标， 翻转

课堂教学过程的前中后教师和学生的预期学习成果完成质

量，都应一一对应得上。
2.既要注重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更要重点突出对学

生学习质量的评价。
教学过程内含“教”和“学”两个组成要素，要把“教”和

“学”两种过程的完成质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客观综合

评价。
3.既要采用师生自评互评的方式，更要引入第三方进行

评价。
师生自评互评是体制内的一种自我评价，有其客观性，

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评价体系的实施过程中更应该引

入第三方，如企业、行业的专家，从体制外的视角进行评估，
评估结果会更全面和有效。

4.既要遵循评价体系的严肃性，又要有对评价体系进行

调整的灵活性。
基于DQP框架的翻转课堂过程性评价体系的构建完成

即体现了其一般不做重大修改的严肃性， 但在实际实施过

程中，参与者还是可依据实际需要进行灵活性的调整，特别

是各项指标权重，其设计是开放性的，因此，参与者对指标

权重部分可根据实际情况重新配置。
六、结语

基于DQP框架的翻转课堂过程性评价体系是基于DQP
框架下对翻转课堂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的过程性进行

综合评价所构建的创新型质量评估体系， 为客观衡量和科

学审视翻转课堂实施过程中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质

量，优化教学资源和学习成果配置，诊断改进教学策略和学

习方法提供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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